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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是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专

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微

生物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有关的环境现象、环境质

量及环境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

握环境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掌握微生物在环境中所

处的地位以及在废水、废渣的生物处理、水体、土壤、
大气污染等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利用微

生物技术治理环境服务。国内各高校根据培养目标不

同，在该课程的侧重点上各有不同[1，2]。
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学的过程一般是老师讲

授、准备、示教，在理论课中，学生遭受“填鸭”，被动地

接受知识的轰炸，缺乏理解和思考；在实验课上，学生

则对照实验指导书按部就班，依葫芦画瓢，对实验结

果不明就里，稀里糊涂，不懂分析。这种学习方式往往

导致学生养成被动接受的习惯，缺乏创新和主动思

考，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更无从谈起；这样培养出来

的学生多数自学能力不高，动手能力不强，尤其是缺

乏独立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和实践

能力，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

是要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的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微生物学教学就

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教师应以培养

学生的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主要目的[3]。因

此，在实际教学中就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运用各种途径提高微生物学教学效果，既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应用能力，又使学生顺利掌

握微生物学理论和应用技术，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基于此背景，本论文总结和归纳了该课程的课堂教学

改革的方法和成果，为相同领域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二、教学设计的优化与调整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主要涉及两大块任务，基础

的微生物学问题和环境工程中的微生物学应用问题，

实际上涉及两门学科的交叉融合，即微生物学和环境

工程学。这两门学科都有成熟的知识结构体系，如何

在为期48学时的教学中，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达

到培养目标是一个难题。根据学科特点，我们对该课

程进行系统的改革、调整和梳理。
1.传统讲授与研究性合作教学有机结合。根据该

课程两块教学任务的知识结构特点，笔者采用不同的

教学方法。微生物学基础部分，由于涉猎的知识面广，

涉及到形态学、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生理生化、遗传与

变异等问题，该部分由教师主讲，围绕环境工程中必

须掌握的知识点讲透彻，与专业关系不大的部分鼓励

学生课外学习。关于环境工程应用中的微生物学问题

部分，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分列为14个主题任务，由

学生课外自主学习和课堂精讲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课外查阅学习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视频

资料，将主题总结成报告的形式，再回到课堂讨论学

习，全程在教师的引导下展开。
2.生命科学通识教育贯穿于教学始终。西方高校

的通识教育中，生命科学类课程占有重要的地位，生

命科学是哈佛大学通识教育8大课程模块之一。这些

熊尚凌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为解决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课堂模式效率不高的问题，以研讨式为主的教学改革正在全国以

不同方式推进。《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后续核心专业课程的

学习提供微生物学理论基础和相关实验技能。本论文基于研讨式学习模式的理论框架对该课程进行了优化整

合，根据课程特点融入了生命科学通识教育知识，提高了课程效率，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为类似课程教学改

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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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centered on teachers is not efficient,a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is being promoted in different ways across the country."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icrobiology" is a

required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t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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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探讨、理解与生命相关的一系列主题，为学生提

供了评价科学学说、实验发明的别样解释和理解。而

且，对生命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对科学与生命工程进展

所驱动的生活变化做好准备[4]。
包括生命起源、适应与改变环境的方式、人类发

明影响生命轨迹的路径等，在生命科学已经渗透到现

代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新时代，生命科学的素养

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本科人才培养的“必需”环节。首先，

生命科学素养的理念是未来各个行业工作的基本需

要；其次，生命科学素养的理念与知识将成为一个人

未来生活的必需，在就医、健康、饮食等方面给予正确

的指导，使现代人可以拥有高品质的生活；再次，生命

科学素养的培养能够渗入人的思维与创新能力，改变

一个人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全新的视角去认识

和感悟生命以及生活的本质。这使得一个人的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契合，使来自各

个不同专业学科的同学在未来的工作中均注重与自

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具有生命科学的知识、理
念等基本素养为促进未来交叉学科人才的产生打下

良好基础。
该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唯一门设计

生命科学基础问题的课程，因此肩负着“通识教育”的
教育教学任务。将生活中常见的问题穿插到课堂教学

中。例如：为什么只有茅台镇才能酿出茅台酒？对付流

感为什么就没有“疫苗”？“转基因”到底是个什么概

念，有那么恐怖吗？“灰指甲”为什么难以治疗？等问

题。通过这问题的讲解和探讨，让学生理解基本的生

命科学问题和现象，扩大知识面，提高生命科学素养。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应用生活中实际案例，通过对案例

的剖析，让学习理解其中的生物学和微生物学原理，

抓住问题的本质，破除迷信和一些荒谬的认识，正确

科学地理解生活中常见的生命现象和生物及微生物

科技。
3.结合环境工程实际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工科

专业教学的重要教学手段，也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所熟

悉，在教学实践中，案例教学有许多具体形式。如案例

分析与问题解决示范、基于理论的案例总结和归纳、
实验、实训教学中的演示与指导等等。案例教学作为

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学习迁移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案例教学在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时，更多地立足于

具体的样例而不是抽象的规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问

题解决式的创造性学习形式。把对抽象知识适应性地

用于具体现象的教学要求转化为具体案例的形式，易

化了学习内容。合理有效的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

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学生的认知负荷，提高学习

效率。《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都是为

后续环境工程教学提供基础，学生在环境工程学习和

工程实践中所面临复杂而具体的实际问题是任何教

学都无法准确预测和全面涵盖的，依靠案例教学产生

的学习迁移显得尤其重要。
该课程教学中大量结合工程实际案例，例如：水

体富营养化的认识和对策、活性污泥法处理生活污水

的原理和问题、各种污水处理工艺的特点和微生物学

原理、难降解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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