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不降、内容不减，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与学改革创新 

《微生物工程》教学案例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陈建军 

一、教学背景 

2020 年春，�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来，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展开了一场奋勇 

坚定的防控阻击战。面对疫情的特殊形势，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 

停学�的要求。随即，省教育厅、学校相继发布了关于延迟开学的通知，并对延 

期开学期间的教育教学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要求新学期授课教师利用各类新 

媒体信息技术平台开展线上教学或课程指导。本人认为，�线上教学�恰为我们 

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与学改革创新，推进教学方式变革 

提供了机会。通过资源整合，教学创新，力求保持教学进度、保证课程容量， 

做到标准不降、内容不减。同时，作为高校教师的我们，深知远远不止是落实 

“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停课不停 

育”，在“虚拟”课堂中一如既往的进行价值塑造，帮助同学们树立信心，坚 

定理想。 

《微生物工程》是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每周 3 课时，本学期授 

课班级为 2017 级生物技术专业，共计 125 人。该课程是应用微生物学等相关的 

自然科学以及工程学原理，利用微生物等生物细胞进行酶促转化，将原料转化 

成产品或提供社会性服务的一门学科。作为主讲教师的我，线上教学经验不 

足、操作流程不熟悉、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怎样的教授方式效果最好等 

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为了确保教学效果，网上教学开始前两周，通过静心思 

考、精心学习、认真梳理，重新编排和制作课件，调整和细化教学内容等，让 

自己尽快转变角色，快速投身网络授课的教学中去。 

二、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 

（1）选择平台 

经多次多平台�试课�，选择超星学习通建设本门课程，将课程资源（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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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件）、学生名单提前导入，并通知学生提前预习。 

（2）建立信息群 

通知学生建立微信群，及时发布预习内容、授课章节、讨论主题等内容， 

同时也作为网络直播异常后的备用授课平台。 

（3）选择教学模式 

在充分调研各平台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的基础上，本课程采用“学习通+腾 

讯会议”的线上直播方式。课程资源共享、网络签到、布置作业、平时成绩等 

内容在学习通上进行，直播、师生互动由腾讯会议完成。 

2、网上课堂 

（1）课堂与思政相结合，赋予课程价值引领重任 

《微生物工程》是以微生物学为基础建立的一门应用性课程，同学们已 

初步掌握病毒学的基本知识。开学第一课，以“聚“微”言“危”、防“微” 

杜“渐”为主题，介绍了新冠病毒的结构、流行病学特征、传播途径等相关知 

识，通过与大家讨论抑制病毒的主要途径，最后归纳到作为大学生的你们在这 

次防疫战役中该怎么做这一话题。同学们纷纷表示，切断传播途径（居家学 

习）、理性对待疫情、不听信传播谣言、严格服从学校及家庭所在地各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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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我们当下最应该做的。大家踊跃发言，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教学效果良 

好。 

本次线上课程设计，相关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紧密围绕如何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这一中心。通过精心构思，设计情节，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给每 

位同学，使得专业性很ᔀ



  

  

性物质的生产，不仅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也让他们明白，未来�生物技术� 

产业将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利用线上教学资源，提前谋划，尝试改革 

微生物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第一次课，我就将全班 125 人分 

成 10 个小组，布置了第一份作业：告知每个小组就是某一企业的核心技术 

团队，组长为董事长，讲解员为技术总监，通过前期掌握的发酵机理及过程， 

以开发�某一发酵产品�为案例，鼓励学生通过自主查阅文献，自行设计产品 

规划，五一过后逐一线上汇报，实行�课堂翻转�，其他同学做为评委可以就 

其产品规划进行质询。无疑对于增强学生对微生物工程的兴趣、有效地建立 

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是有益的。 

三、教学反思 

从学、悟到会，第一周的网上在线教学顺利完成，感受颇多，汇总如下： 

1、课堂气氛活跃 

严肃而自由的氛围，更易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比起课堂教学来，学生的 

拘束感明显降低，与老师的互动更加丰富，创新性问题也频频出现。学生们 

普遍反映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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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资源丰富 

充足而多元的教学资源，让学生接受的知识更加全面。通过本次线上教 

学，同学们了解了更多的精品资源共享平台和课程，对于提升自身的专业水 

平，拓宽视野更加有利。 

3、课程思政并进 

教育并进，课程与思政两不误。比起课堂教学，丰富的网络资源结合课 

程资源更容易融入思政内容。让同学们在接受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将思想政 

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使专业课程能真正参与高校育人工作，体现育人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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