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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生物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林金水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

摘  要：对学生开展思政教学，是帮助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举措。现如今，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已经成

为了各大院校实现育人目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广大教师需总结教学经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学科的优势，对学

生开展多角度的教学，引导学生从社会、民族、世界等多方面进行思考，全面提升自身的思想素质。本文从《微生物学》

的教学入手，探究课程思政融入其中的意义，并提出具体的实践措施，希望为高校育人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微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融合；探索实践

引言
当下，各高校对学生的教学要求在教育的革新下，

迎来了巨大的转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中只注重学生

对基础知识的学习，而是将“育人”作为教学的重点，

要求无论是在日常的管理中，还是在专业学科在教学中，

都要对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教育，帮助学生提升自身的

综合能力。儿其中尤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将课程思政

融入微生物学科的教学中，在帮助学生构建详细知识体

系的同时，引导学生透过学科深入理解其中的知识内涵，

从个人到社会健全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于此，本

文将从课程思政在《微生物学》教学中实施的意义和举

措进行如下阐述。

1 在《微生物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意义
1.1融入课程思政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
当今的教育，教师主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核心观点，

开展多角度的学科教学，不仅指导学生学习专业基础知

识，还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并通过不断的实践，

克服各种困难，以坚定的信念以及强大的信心，去展开

不懈的奋斗。同时，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较高技术

的人才，以及拥有良好精神以及道德品质的有为青年，

通过专业学科的教学，对学生展开既有层次性的培养，

根据时间的推进逐渐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让学生对思

政课程深入的了解，并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实现学科

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另外，想要将思政教育良好的融入

专业课的教学中，就需要教师从细节入手，注重学生在

每一阶段的学习，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日常的

反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以及目标，以此来帮

助学生更好地塑造思政观念。

1.2融入课程思政是微生物学科的基础支撑
对学生开展学科课程教学，如果一味地对学生进行

基础知识的讲解，引导学生在微生物学科中探索各种形

态结构的知识，即使学生掌握了基本技术，没有良好的

道德品质以及民族意识，就很难发挥出所学知识的真正

价值。因此，在微生物学科中输入课程思政的理念，让

学生带着家国情怀致力于微生物学的研究，将专业知识

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从多个方面进行知识的检验

以及资源的开发。让所学知识起到真正的作用价值，为

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一份微小的贡献 [1]。

1.3课程思政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课程思政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学科与其

进行良好的融合，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一大难点。随

着社会的进步，课程思政的理念在不断的革新，一些教

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程度不够，在进行融合的过程中，

方式过于单一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这就需要广大教师

紧跟时代的步伐，认真理解思政教育的意义，从宏观的

角度，关注日常的社会生活，从其中寻找更多具有教育

意义的素材，对学生进行系统性的教学。同时，在进行

融合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情况，对学生从简

单到困难逐渐转变，在每一个环节的教学中，要认真做

好相关的总结，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更正，以此

来实现正确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思想政治意识。

2 《微生物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2.1转变思想观念，培养科学精神
《微生物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

的过程中，需要带领学生从实验中得出相关的理论，并

通过创造多种机会，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进行良好的检验，以此来加深学生对科学实验的认识，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转变思想

观念，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从《微生物学》的实验课

程中选择良好的素材，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对学生开

展系统性的教学，让学生在专业学科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之下，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基于此，学生通过良好的

科学精神，对事物进行辨证看待，从社会、环境、民族

等多个方面出发，利用所学知识结合科学实践，以刻苦

的钻研精神去开发更加深入的微生物技能，为社会创造

出更多的价值 [2]。

2.2培养思辩意识，迎接未知挑战
教师在实践教学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要引导学

生辩证地看待事物，从细节出发，客观的进行分析以及

评价。同时，对待科学实验，要有严谨的精神，站在前

人的肩膀上进行思考，并对传统的实验抱有怀疑精神，

通过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观察，总结其中存在的规律，

以此来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在其中渗透书中理念，

以一种民族大义以及家国意识，去看待社会中的现象，

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例如对于一些对环境造成污染的

现象要坚决抵制，并通过细致的观察开展各种《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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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实验，为环境的改善带来一定程度的促进。再如，

在学习关于青霉素的知识时，教师要通过科学家的精神

来影响学生，培养学生利用科学实验，研究各种造福人

类的物质，了解在发现青霉素之后，为了人们的生命安

全以及生活健康，帮助人们摆脱疾病的影响，相继出现

了各种抗生素的历程。但随着抗生素的出现，细菌耐药

性等问题也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就需要学生进行辩证的

分析以及评价。学生通过学习和引导，在各种历史案例中，

总结科学发展的经验，掌握事物运动的规律，形成属于

自己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未来

的学习中，不盲目地一概而论，能以严谨的态度，以及

钻研的精神，去面对各种未知的挑战 [3]。

2.3提高人文素质，宣扬正能量
在对学生的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培养学生刻苦钻

研，积极向上的科学精神，还需要从细节出发，对学生

进行脚踏实地的悉心指导，使学生扎实掌握相关基础知

识。通过思想政治理念的影响，帮助学生培养属于自身

的人文精神，以古今经典案例作为基础，帮助学生塑造

良好的爱国精神，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存在的各

种挑战。

比如，在对学生教授“巴斯德微生物实验”的课程

时，需要带领学生学习其实验的结果，还要学习他在无

数次失败的实验中的这种坚持不懈，准确真理的精神。

巴斯德本人深爱处在战争过程中的祖国，放弃了远离祖

国的机会，选择与祖国共同面对战争的敌人。像这样具

有伟大爱国精神的科学家，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如钱学森、

南仁东等伟大的科学家，将自己宝贵的时间以及精力投

入到伟大的科学事业中，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倾付一腔热

血，为了祖国的进步贡献出自己伟大的价值。这样的事

迹是需要当下学生深入学习的典范，也是课程思政融入

专业学科真正的意义之一。

2.4归纳所学知识，拓展认识深度
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基础知识

的讲授，还要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将不同板块的知识点，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化的

学习。同时，在归纳的过程中，要注重知识点之间的层

次性，以及不同知识点融入思想政治理念的核心，对学

生进行全方面的教学，让学生通过对微生物学科的学习，

深入理解其中的道理。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寻找相关的案

例，利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基础知识与

实践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程思政的核心内

容。比如，在引导学生学习微生物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时，

就可以用“双赢”的理念，让学生通过对污水处理工艺

的学习，了解其中存在的两面性，微生物在污水中能够

进行自我调节，并且与其他微生物相互配合，共同对污

水进行净化，以此引申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 [4]。

3 结束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知，在《微生物学》的教学中融

入课程思政的理念，能够引导学生在严谨的科学实验中，

正确的认识社会以及自然，培养学生独特的民族以及社

会意识，从多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良好的素质教学。同时，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破除传统教学方式的限制，不

断的总结经验，认真研读教材，寻找融入思政教育的更

多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刻苦钻研、积极向上的科学文化

精神，从生活中去寻找相关的案例，来帮助学生塑造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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