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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6 年中国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

中加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17 年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 因此，将思政理念融入到高校的课

堂教学中，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提高新时代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意识有着重

要意义，使学生成长为心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技术性人才 [3]。

2 课程思政的内涵

思政课程指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校对大学生全面、系统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要方式 [4]。而课程思政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在所有的课

程教学中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有机统一，提炼出课程中蕴

含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神等价值，使

学生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有正确的方向 [5]。随着思政教

育要求的提升，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创新高校“育人”的观

念体系和课程体系，引导大学生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主流价值

相结合，成为当下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 [6]。那么

教学过程中如何把思政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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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微生物检测技术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课程内容

也具有良好的育人价值与潜力，可以作为将“思政”融合进

去的良好载体。在教学中可不断挖掘课程本身的思政元素，

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生物安全意识、社

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操等 [7]。

3.1 理论教学中的思政教育

微生物检测技术理论教学内容分为形态与构造、微生物

的营养及培养、生长与控制、生理代谢、遗传变异、微生物

的生态。每章节的知识点都有值得去挖掘课程思政的元素。

下面主要从家国情怀、职业道德、珍爱生命、保护环境四个

方面进行举例。

3.1.1 家国情怀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家国情怀是对家乡的依

恋、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和责任感的体现。当代大学生是国

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应当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8]。例如，

在讲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时，可以拓展出巴斯德研发出狂犬病

病毒疫苗的整个历程。狂犬病又名恐水症，是世界上最致命

的疾病。为了治疗狂犬病，拯救千万人的生命，他又开始了

狂犬病病毒的研究。由于疯狗咬人后会患狂犬病，他认为狗

的唾液中可能存在某种致病的生物，但是一直苦于找不到狂

犬病的致病因子，为了获得更多的唾液，他不顾危险，亲自

用吸管从疯狗嘴里吸取唾液，经过 5 年不懈的努力，最终获

得了防治狂犬病的减毒病毒，并成功用于狂犬病的防治。巴

斯德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科研工作，他在化学、农业，

尤其是医学上的贡献使全人类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永久受

益。巴斯德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这句名言不仅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与科学贡献一样，还激励

每一个青年学生砥砺前行，继续开创追寻真理的伟大事业 [9]。

除此之外，还有免疫学之父，爱德华·琴纳，中国著名微生

物学家汤飞凡用鸡胚卵黄囊接种法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沙眼

衣原体，推翻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和“病毒病原说”，

还可结合中国白酒的特殊工艺和特点，讲授微生物学发展史

上中国劳动人民在制曲酿酒中的贡献等。教师将中国微生物

学发展史和爱国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展示微生物学发展

史上的成就及对世界微生物学做出的卓越贡献，使学生在专

业知识的学习中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中国人民的智

慧，认识到祖国科学文化的古老和灿烂，潜移默化地增强学

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1.2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教育是当今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既是中国职业教育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进一步落实职业道德教育

工作和培养高素质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 [10]。因此培养好学

生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在讲解病毒时，可结合 2018 年的

疫苗事件，由于企业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道德意识及生产

规范方面的问题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全国范围的食

品药品信任危机。另外，对于食品专业学生而言，食品的安

全性至关重要。因此，教师还可播放人们吃了受微生物污染

的食品后造成腹泻等疾病的视频。可向学生提问：如果你是

那位已知食品受污染的商家，你会卖吗？引起学生深入思考

[11]。通过这些案例，可以教育学生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极

强的社会责任心，不能唯利是图，置道德与良心而不顾，制

假造假，危害社会。

3.1.3 珍爱生命

珍爱生命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的教育。在讲微生物

的生长规律时，可将微生物的四个阶段看似于人从孕育、出生、

生长，直至死亡的四个阶段。可拓展一些关于人类命延续及

生殖相关内容进行教学时，可播放一些关于受精、胎盘形成、

胎盘在每个生长阶段所产生的变化过程的视频，让学生感受

到一个生命从形成到生产的过程，从而认识到母亲在哺育生

命中的伟大及辛苦，认识到生命来之不易并从内心敬畏生命

和珍爱生命。

3.1.4 保护环境

微生物与环境保护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2]。

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的生活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影响，甚至

威胁人类的生存。在讲解微生物六大营养要素之一的水时，

让学生认识到水不仅是微生物的生理功能之源，也是一切生

物的生命之源，认识到水对生命的重要意义，还可以在讲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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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生态时，列举中国太湖水华现象，结合目前中国形势

严峻的水资源匮乏和污染问题，倡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节约

用水，保护水资源。

3.2 实验课教学中的思政教育

实验课是微生物检测技术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

实施“课程思政”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思维乃至科学世界观等很多方面都有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微生物实验课的思政教育，抓住有

利时机进行教育和提醒，并以身作则，进行言传身教，培养

学生良好的科研习惯和科学素养。

3.2.1 培养安全意识

实验室是高校师生进行教学、科研和创新活动的重要场

所，在承担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方面

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作用 [12]。因此实验室安全尤为重要。

在讲实验室规章制度和学习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时，可播放

一些关于实验室发生爆炸、火灾等视频，以此告诉学生在实

验室里的不小心都将关乎着每一位同学的安全。

3.2.2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上实验课前应对学生提出明确要求，必须遵守实验室规

章制度，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实验操作，仔细认真地观察实验

过程，准确、清楚、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

尊重事实按照实际过程和得到的结果完成实验报告，并用相

关原理分析所得结果，不得随意编造实验报告，弄虚作假。

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不认真操作、随意编造实验过程和结果、

弄虚作假的现象要给予及时的批评和教育，启发学生觉悟到

如果将来科研工作也采取这种态度，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

果。这有助于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诚实可信的品质、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科学作风。

3.2.3 增强责任心和责任感

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器具要注意消毒、杀菌如接种针

使用后要灼烧杀菌。清洗带菌器具前要先灭菌，因部分实验

所用的微生物是机会致病菌，实验所用菌株和菌液不能随意

丢弃和倾倒。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具有一定

的致病性，应提醒学生不仅要注意自身操作的安全，也要注

意防止病原微生物的扩散，要对自己、他人和社会负责。此外，

实验中所分离的未知菌种也要按病原菌来进行操作与管理。

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建立生物安全和自我保护

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

3.2.4 培养团队意识

在实验过程中，根据实验内容对学生进行分组，要求小

组的每一位学生都要积极参与实验过程，分工合作，共同商

量解决实验当中遇到的问题。如从微生物培养基的配制到消

毒灭菌，有助于学生理解团队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合作精

神和团队意识。不同的分工，同样的责任，这也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责任心，以及为他人服务和乐于奉献的精神。

3.2.5 注重学生的劳动及社会公德和环境保护的意识

完成实验教学后，安排学生参与实验室的整理和清扫，

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以及热爱劳动的品质和乐于奉献的精神；

实验中要教育学生爱护实验器具、正确清洗和存放实验用品、

节约化学药品、保持良好的实验秩序，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实验所产生的废液和垃圾不能随意倾倒，要进行垃圾分类，

正确回收废弃药品和消耗品，防止污染下水管道和环境，培

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学生环境保护不仅

仅是口号，要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 [7]。

3.2.6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对环境中微生物检测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在实验

室里对学生寝室、教室空气中微生物数量的测定、旧纸币、

手机等微生物数量的测定，以非常实际的数据向学生表明爱

护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13]。

3.3 考核融入思政内容，时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对于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程考试，其内容不应该只是单纯

的问题引入，不应该为了考试而考试，而更应该结合微生物

在各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和最新的社会热点问题，结合案例设

计题目，这样更加贴近社会，更能教育指导学生。

4 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程思政设计

为了能够将课程思政真正融入并落实到日常教学过程

中，现列针对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程的常规教学内容，列举出

部分课程思政参考设计点，详见表 1。

5 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注意事项

5.1 树立“课程思政”新理念

在以往的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常常认为学生的思想教育

是辅导员和班主任的责任，或者是思政课教师的责任，与专

业课教育教师无关，可以说是，思政与专业教育是分割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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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课程思政参考点

章节 教学知识点 参考案例 教育目标

绪论
微生物的发展史

1. 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的故事；

2.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

1. 启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2. 引导学生传承祖先文化，建立文化自信

微生物的发展概论 现目前微生物的发展情况 激励学生奋发努力学习的动力和挑战学科前沿的勇气

原核微生物的形态

结构与功能

细菌 “永生细菌”的报道 培养学生理性思考能力 , 鼓励学生勇于质疑，不盲目，不盲从

其他类型的原核微

生物

微生物学家汤飞凡首次分离获得沙

眼的病原体

弘扬科学家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强化学生

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真核微生物的形态

结构与功能

酵母菌、霉菌
1. 中国白酒的酿造历史；

2. 茅台酒的国际地位
启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学生传承祖先文化，建立文化自信

大型真菌 虫草、灵芝等真菌的食药用价值 使学生了解我们的生态资源，以待于后期开发利用

病毒

病毒的分类

1.2018 年疫苗事件；

2. 艾滋病病毒；

3. 新型冠状病毒

1.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意识；

2. 启发学生洁身自爱，珍爱生命；

3.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病毒的复制
2017 年网络上关于某共享单车车座

上有“艾滋病针头”的新闻

培养学生理性辨析的能力 ,让学生在面对问题时保持科学理性，

而不盲目跟风

微生物的营养

微生物生长所需的

营养物质——水
中国太湖水华现象 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培养基制备的原则 实验室药品浪费现象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养学生节约资源的习惯

微生物的生长 微生物的生长规律 人类出生的过程 培养学生敬畏生命和珍爱生命

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微生物的代谢产

物—抗生素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科学探究案例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微生物的遗传变异

与育种

微生物遗传变异的

物质基础

1. 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

2. 噬菌体感染实验；

3. 植物病毒重建实验

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基因工程 2018 年韩春雨学术争议 树立学生的学术道德意识

微生物的生态
微生物与生物环境

间的关系及作用
豆科植物和根瘤菌 使学生认识到团结和协助的重要性

微生物实验室安全

教育
微生物实验室安全

播放关于实验室发生爆炸、火灾等

视频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同时使同学们们认识到实验操作规范的

重要性

玻璃器皿的洗涤和

包扎

玻璃器皿的洗涤和

包扎
损坏公物不上报等恶劣情况

教育学生爱护实验器具、正确清洗和存放实验用品、节约化学

药品、保持良好的实验秩序，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

构造及使用
观察微生物标本 讲述酵母菌、青霉菌对人类的贡献

让学生们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教育学生们要传承中华文

化，弘扬中华文化

革兰氏染色
革兰氏染色操作步

骤

染色、脱色时间未严格控制，导致

实验失败案例
培养学生实验中科学严谨的态度

培养基的配制

高压蒸汽灭菌锅的

使用
灭菌不彻底导致实验失败的案例 培养学生做事的严谨态度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

基的制备

实验小组成员需分工合作才能完成

实验的准备工作

1. 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2. 培养学生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的意识

微生物的接种技术 分离微生物
实验中的菌种随意丢弃造成生物性

污染的案例

1.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和科学的实验态度；

2. 培养学生良好的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

微生物的平板菌落

计数法
数据处理

数据胡编、数据处理出现错误，导

致检验不合格的案例

教育学生记录实验数据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诚实可信的

品质，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科学作风

环境中微生物的 
检测

针对不同环境中的

微生物进行检测

对学生寝室、教室空气中、旧纸币

等微生物数量的测定
培养学生爱护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食品中微生物的 
检测

针对不同食品中的

微生物进行检测

2019 年“奥雪”牌双黄雪糕检出“菌

落总数和大肠杆菌群超标”事件。

1. 培养学生做事认真的态度；

2. 培养学生良好的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

药品敏感实验 抑菌圈 抗生素滥用 引导学生科学合理运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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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直接影响着大学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当前新形

式下，专业课教师要转变观念，矫正思想误区，作为一名教

师，既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价值观的引领，

真正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4]。

5.2 思政内容与课程知识点有机结合

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单纯生硬地添加到教学过程

中，而是要根据学科挖掘并积累“思政元素”，结合课程知

识点找准融入点，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以灵活自然的教学方

式展开“课程思政”教育 [15]。

5.3 知识点过于“主动”地进行思政教育

在授课过程中，很多知识点的案例可以以学生为主体，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教师点

评或纠错等策略，让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共鸣，真正做到润物

细无声 [16]。

6 结语

课程思政对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尤为重

要。在掌握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同时，更要学会做人、做事。

而合理、有序的教学过程，是保证课程思政效果呈现的关键

所在，如何自然顺畅地将典型案例融人专业课知识点，这是

任课教师课前需要仔细思考和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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