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生对微生物的进展情况有所了解*

为了检验双语教学的成果#督促学生学习*专业课考试时

会安排一定比例的英文题#比例约占到
8,6

左右#题目采用全

英文方式*从考试结果来看#全英文题目对于学生还是有一定

的难度#反映出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尚有待提高*每学期中

旬#会在学生中发一份抽样问卷#调查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反馈

情况#以便进一步优化完善教学方式#制定出更适合学生学习

的模式*

总之#开展医学双语教学是国内大学教育的必然趋势*微

生物检验专业的双语教学实践证明#双语教学不是一蹴而就的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改革工程*双语

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科学)有计

划地进行#分步实施*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该采用何种教学

模式+

7

,

#以及教学过程中如何分配两种语言授课时间#从而实

现教学效果最优化#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实践经验的积

累#教学方法的改进#教育工作者大胆探索#师生双重努力和不

断地进取#双语教学必将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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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微生物学已是当今研究最活

跃)对其他科学影响最大)对人类和环境最重要的生命学科之

一*基于微生物学在生命科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培养掌握现代

医学微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具有坚实广博的基础知识#特别是

科学前沿知识的高素质并创造性的医学人才#是
%+

世纪生命

科学发展的需要#是历史赋予高校的光荣使命+

+

,

*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朊病毒)新型肠道病毒等新病原体的不断

出现#

NU#

探针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微生物学检验作为检验

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必须加快教学改革步伐)引入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不断更新)充实学科的最新成果#以扩展学

生的知识面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0

+

%

,

#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质量#快速启动了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8

年来#在

医学检验专业微生物学检验课程建设上#作者根据教学规律和

特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学管理#更新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模式与方法#因材施教)优化重组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在

实现课程结构整体优化上做了一些实践与探索*

$

!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完成教学任务与保证教学质量的根本#

在学科课程建设中#师资队伍的建设应放在首位*过硬的技术

和高尚的师德是课程建设中所有教师必备的*教研室青年教

师较多#这为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青年教师来

到课程组后#安排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通过以老带

新的方式#使教研室的教学整体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微生物学

检验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在教学任务不太紧的学

期#抽调部分青年教师到实验室与实验技术人员一道准备实

验#同时安排部分青年教师到附属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和临

床微生物检验人员一起工作#以提高青年教师实验技术水平*

逐步增加年轻教师的教学任务#让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得到锻

炼*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学校)医学院的教学比赛*积极鼓励和

支持青年教师参加在职研究生学习#以此为契机#选派部分青

年教师进行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培养一支能胜任新学科教学和

科研的新型师资队伍*

/

!

强化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是正常教学秩序的保证#力求在以下三方面做

好!首先#在专业)课程)教材)实验室)教学运行及质量管理等

方面#改善教学环境#提倡多媒体教学手段)加大实验室建设的

投入)付出时间和情感与学生一起搞好教学工作(第二#要落实

好各项工作#开学做好安排#期中做好检查#期末做好考核(第

三#严抓细节是常规管理工作的关键#精彩来自细节#细节决定

成败#作者制订了集体备课制度)听课制度)试讲制度等*为了

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作者加大了教学管理模式的研究!$

+

%

变重刚性管理)轻柔性管理为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

&

,

#即在教

学控制与教学自由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现1统而不死2)1放而

不乱2($

%

%变重约束机制)轻激励机制为激励和约束体制互补

的管理模式#教学管理的条条框框过多#就会挫伤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和主动性#适当增加激励机制有利于调动教师参与教学

-

8-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2

月第
2

卷第
+,

期
!

V(J.?F4I<=

!

#H

B

H@A%-++

!

S;I52

!

U;5+,



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

&

%变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为注重理

论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加

强实践教学*

'

!

规范教学要求'修订教学大纲

根据微生物学检验的发展和学生的特点#作者重新编写并

实施了新的教学大纲#使之成为教师授课)学生学习和考试命

题的规范和依据*大纲增加了课程的新内容#学时由
+82

学时

压缩为
+,-

学时#

+2

学时作为自学时间*理论课
82

学时#实

验课
2%

学时*增加实践课学时#在实验室配备多媒体设备#把

所有与实验相关的理论内容都搬到实验室完成*让理论实实

在在指导实践*

1

!

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教学内容的优化是课程建设的核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新的病原体不断被发现*因此#微生物学检验的

教学内容也应该及时加以更新*如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禽流感病毒)朊粒等内容加入到教学内容中#同时删除

部分过时的内容#使学生感到专业学习与社会生活很贴近#因

而学习兴趣更浓*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将自己研究成果融入课

堂讲授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加了学生对新知识的了解#提高

了教学效果*

2

!

理论教学模式的改革

改传统生物学分类教学模式为1器官系统2教学模式#可以

把感染后导致相似临床表现感染性疾病的不同病原微生物进

行归类讲解*如引起肠道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微生物!大肠埃希

菌)志贺菌属)沙门菌属)霍乱弧菌)甲型肝炎病毒)肠道病毒

等(如引起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病原生物!淋病奈瑟菌)梅毒螺

旋体)疱疹病毒)人类乳头瘤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等*通

过1器官系统2教学模式#使学生对临床常见传染性疾病有一个

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以流行病学模式进行教学*病原微生物在感染)传播与流

行的方式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可通过其流行病学的相关性#将

病原微生物的一些内容相互渗透与融合#进行相关教学*以虫

媒为线索#将蚊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病毒)登革热病毒和黄热病

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恙螨传播的恙虫病立克次体#硬蜱传播的

森林脑炎病毒等有机融合教学*

以免疫学模式进行教学+

9

,

*免疫学诊断方法可用于多种

病原微生物感染的诊断#并且原理相同的免疫学诊断方法可用

于不同病原微生物感染的诊断#所以可通过相同的一些免疫学

诊断技术#将相关病原生物感染诊断的相关知识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进行讲授*另外#病原微生物对人体来说都是抗原#不同

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引起的免疫病理损伤#在机制方面都是相同

或相似的#在这方面重复的内容也可以进行融合*

)

!

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

实验课教学相对独立*将实验课安排在与理论课同等地

位#独立安排实验课程#使实验在理论的指引下按其本身的规

律和系统进行#又不受理论课教学进度的限制#使实验课形成

一门独立的技能课*以病原微生物学检验教材为主#对学有余

力的学生还增加探索性实验*这部分实验由教师讲解提示#然

后学生自己设计实验#由指导教师修改定题#在教师指导下课

余时间完成#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学习的主动性*

改革实验课指导方法*教师预先给学生提出明确的要求#

让学生充分预习实验讲义#做到课前心中有数(要求学生自己

规划安排实验#实验材料自己拿#有些实验材料自己准备#自行

操作(教师讲解应精练#仅作简要提示#主要是加强实验指导#

随时纠正操作上的错误#放手让学生操作(加强课后小结#要求

学生报告实验结果#分析成败原因*

实验课程后期#另行安排以临床标本展开实验教学#如粪

便标本病原体的分离与检测!$

+

%粪便标本的采集($

%

%肠道正

常菌群)沙门菌属)志贺菌属)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旋

毛形线虫等病原体的形态检查($

&

%病原体染色$革兰染色)卡

红染色)萋纳染色等%($

9

%病原体分离与检测$细菌培养特性)

生化反应特性)毒力试验等%*

.

!

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

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革是精品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为

了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手段和方法改革方面作了有益的

尝试*

在教学手段方面#注重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加快了课程

建设信息化)网络化的进程*微生物学检验的教学大纲)教案)

习题)课件)幻灯片)参考文献等等都已上网#供学生自学)复

习#并可与学生网上交流#解答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

时#开展多媒体教学#增加授课信息量#扩大学生知识面*微生

物学检验教学中有许多形态和结构方面的内容#在多媒体课件

中引入动画)影音)录像等电子资料#使病原微生物的形态和结

构栩栩如生#学生看得清楚)学得明白#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

果*教学方法是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在教学实践在中#根据不

同的课程内容#应用不同的启发式)讨论式方法和归纳对比法

等+

,

,进行讲授*如以问题为主线进行课堂教学)以病例为引导

组织课堂自学讨论的教学以及学导式等教学法在微生物学检

验教学中予以应用*

T

!

结
!!

语

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建设*一方面要加快

更新理论教学及实验教学内容#及时反映本学科的最新进展(

另一方面又要根据社会需要#围绕新的培养目标#优化教学内

容和课程结构*同时#也应加强师资队伍#强化教学管理#改善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编写完整系统的微生物学检验教材*作

者将一如既往#继续努力建设精品课程#并为学校课程建设储

备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教材)一流的方法)一流的

环境*相信#经过不懈努力#微生物学检验的课程建设必将取

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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