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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职业院校如何更好地开展微生物学科教育 
陈来平 1  袁真应  陈丹丹 

(1.贵阳康养职业大学  550081) 

摘要：微生物学科作为现代医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学科，是医学类职业院校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之一。开展微生物学科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学
生对微生物各方面知识及其与医学实践的相关性的理解，帮助学生在以后的医学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应用这些知识。同时，微生物学科教育
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实验技术，提高学生在实验室中进行微生物学研究的能力。因此，注重开展微生物学科教育，不仅有利于
学生更好地掌握微生物学知识，还能为医学领域的科研和教育提供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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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better carry out microbiology discipline education in medical vocational colleges 
Chen Laiping1   Yuan Zhenying,  Chen Dan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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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field of modern medicine, microbiology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disciplines in medical vocational 
colleges. Microbiology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ll aspects of microbiology knowledge and its relevance to medical 
practice, and help students to better apply these knowledge in their future medical career.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biology discipline education can 
also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relevant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conduct the microbiology 
research in the laboratory. Therefore, focusing on microbiology education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students to better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microbiology, 
but also to provide mor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medic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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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微生物学科是现代医学的重要部分，具有极高的学科重

要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微生物学科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医学
类职业院校的微生物学科教育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拓展教育的
方式和手段，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在当今社会，微生物
学科的应用已经涵盖了各个领域，包括医学、环保、食品科学等多
个领域。作为医学类职业院校，我们应该更好地开展微生物学科的
教育，注重强化基础知识，培养高端复合型人才，以更好地满足社
会的需求。本文将微生物学科教育出发，探讨医学类职业院校如何
更好地开展微生物学科教育的相关问题。 

一、微生物学科的概述 
微生物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微生物的结构、生

理、生态、系统、代谢和遗传等方面的知识。微生物包括细菌、真
菌、病毒、原生动物等，它们存在于自然环境、人体内和其他生物
体内，对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产、生态、卫生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
义。 

在医学类职业院校中，微生物学科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掌
握微生物的基础知识与实现基本技能，是培养医学生和其他相关专
业学生成为合格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微生物
学科对于提高学生的防疫和疾病治疗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固定教学内容，注重实践性教学 
2.1、固定教学内容 
医学类职业院校应该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明确教

学内容，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进度的稳定性。教学内容应该内容主
要包括微生物的基本概念、微生物的分类、微生物的形态和结构、
微生物的代谢、微生物的生长和培养、微生物的生态功能、微生物
的病原性以及微生物相关专业知识等方面。 

此外，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应该根据微生物学科的特点和教学
目标，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和课程设置，注重教育实践和社会服务，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竞争力。同时，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应
该根据不同学科主干课程和专业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调整，
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方向。 

2.2、实践性教学 
微生物学科教学注重实践性教学，这也是医学类职业院校的教

学特点之一。学校应该有完善的实验设备和实验环境，完整的实验
室管理系统和规范的操作规范，让学生在实验教学中真正掌握实验
技能。学生还应积极参与到课程设计中，参与实验的设计、实施及
结果分析，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微生物学科必要的实践技能。 

除了实验教学，微生物学科教学还可以通过临床实践和科研项
目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学校应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科研项目，参与调研、实验设计、数据分析等环节，加深学生
对微生物学科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 

三、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在教学中，学校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目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微生物学科学习中
来。 

3.1、激发学生的兴趣 
一方面，可以通过寓教于乐，例如绘画、展示，以及创建微生

物园，使学生了解到微生物学科的意义。 
另一方面，学校还可以开展一些与微生物学相关的讲座、报告

等活动，邀请学术专家、医生等来进行科普介绍，提高学生对微生
物学科的兴趣和认识。 

此外，学校还可以开展学生参与的研究课题，让学生参与到研
究过程中，了解并熟练掌握微生物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能，提高学
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3.2、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学校应注重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这是培养学

生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并且对于以后的工作和职业发展也是非常
重要的。学校可以通过开展课程设计，在微生物学科教学中，学校
可以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设计过程中，让学生负责设计实验项目、构
思研究方案等等，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还可以
开展讨论课，讨论课是非常好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可
以帮助学生自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老师传授
知识。通过讨论课，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探究能力，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可以安排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学生在
讨论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汲取经验，同时也能促进学生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四、 加强实验室管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4.1、重视实验室的管理 
实验室管理是微生物学科教育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学校应

采取措施加强实验室的管理，规范实验操作程序，确保实验教学的
安全和质量。例如，建立健全实验室管理制度：制定实验室管理条
例和规定，明确实验室工作职责和操作规程，包括实验室定期进行
检修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紧急情况下应急措施等。 

4.1.1、设定操作规程和安全标准，确保实验操作符合规范 
制订实验操作规程和安全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确保学生在

进行实验时能够严格按照规程操作，从而有效地避免实验操作的不
规范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尤其是医学类职业院校，必须高度重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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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的安全管理。因此，学校应制订详细的实验操作规程，对实验
操作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进行详细说明，要求学生严格按照规程操
作，遵守实验室安全标准，保证实验室操作的安全与规范。 

4.1.2、统一管理和使用实验试剂，避免误用或污染 
每次进行实验前，学生需要提前向实验室管理部门申请试剂，

确认所需用量，由专人进行发放和领用，避免学生个人使用或浪费
试剂，从而降低实验成本。在试剂管理方面，学校还应加强试剂的
储存和标识，将试剂储存在专用试剂柜中，按照试剂的种类和用途
进行分类存储，并在试剂标签上注明试剂名称、有效期、存储位置
及操作方法等信息，方便学生查询和使用。此外，对于有毒、易挥
发等特殊的化学试剂，要进行独立存储，并通过安全防护措施实现
统一管理，确保实验的安全性。 

4.1.3、做好实验室环境的管理和维护，保持实验室清洁、整齐 
实验室管理制度是对实验室管理的规范和约束，学校应该明确

实验室环境和设备的负责人，确保实验室的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发现
和解决实验室管理问题。实验室清洁管理方面，可以制定定期的环
境清洁和维护计划，保障实验室的整洁、卫生和舒适性，为学生提
供一个良好的实验学习环境。 

4.1.4、对实验教学过程进行监管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 
监管和评估是有效管理实验教学的必要手段。学校应该建立完

善的实验教学监管体系，明确责任、规定标准、开展检查、制定措
施、更新改进等。只有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才能更好的提
高实验教学质量。 

具体而言，学校评估实验教学的方法是多样的，包括学生评价、
教师对实验教学的反馈和实验数据的分析等。学校管理者可以根据
监测结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质量提升，如措辞宣传，对教师和学
生研究新技术，改进教学流程，提高实验数据的准确性等。当发现
实验存在风险时，学校应尽快采取措施，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案，
防止事故的发生，确保学生的安全。 

4.2、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实验教学是微生物学科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通过不

同方式，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例如，学校可以不断更新实验器材和
设施，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实验操作。特别是近年来，飞速发展的
信息技术也为实验教学的提升提供了新颖的技术支持。同时，学校
还可以加强实验教师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让
学生更好地感受实验教学的乐趣和科学价值。 

此外，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学科背景和实验需求，开设更加实
用的实验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实验方法和技能。除了在实验
器材和设施、教师团队等方面进行提升之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动物
模型实验、细胞培养实验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更好地掌握
微生物学科的相关理论，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五、注重学科融合，促进跨学科交流和合作 
微生物学科和生物化学、免疫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教

学制度方面，可以通过相似和重叠的课程设计来促进学科之间的融
合和交流。例如，免疫学中关于免疫细胞的分类和生理学功能的知
识与微生物学中关于细菌、真菌细胞的知识非常相似，可以在教学
中共同涉及，并探索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类似的，在实验设计、
研究领域、专业课程等方面，也可以通过教学相互融合与交流，积
极促进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六、注重教育实践和社会服务 
医学院校应该注重教育实践和社会服务，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拓展视野、增强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意识。 
6.1、开展医疗服务 
医学类职业院校可以利用学校的医疗资源，开展大型医疗服务

活动，不仅可以为社会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也可以让学
生充分实践所学，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 

以下是一些医学类职业院校可以采取的措施： 
6.1.1、开展义诊活动 
职业院校可以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开展义诊活动，

为社会居民提供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如测量血压、测量血糖等。 
6.1.2、实践教学中融入医疗服务 

学校可以将医疗服务融入到实践教学中，开展手术、会诊等活
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和实践能力。 

6.1.3、开展公益宣传活动 
学校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宣传医学卫生知识，提高公

众的健康意识和维护健康的能力。 
6.2、加强社会实践 
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参观微生物博物

馆、医学展览、科技成果展等活动，让学生了解微生物学科的相关
知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经验。 

七、建立评估与改进机制，优化教育教学效果 
医学类职业院校应该建立完善的教育评估和改进机制，针对教

育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及时调整和对策制定，以达到优化教育教学效
果，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7.1、建立评估机制 
学校应该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估制度，注重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

馈信息，准确地了解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随后，学校应
该根据反馈信息，对教学过程、教材和教师进行评估，快速识别并
解决教学问题。 

7.2、建立改进机制 
学校能够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在线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学生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获得更为丰
富多样的知识和技能，加强自主学习和实践能力。同时，学校应该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学习环境，开展各种文化、艺术等活
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学生成
就感和学习热情，同时也能有效地改进和优化教育教学质量。 

八、结语 
教育质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对于学校而言，提高教育质

量、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竞争力是其义不容辞的使命。就医学
类只有学校微生物学科教学而言，学校也应该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和社会服务项目，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获得知识、技能和经验，通
过评估和改进不足之处，学校可以更好地掌握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意
识，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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