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学》课程教学大纲

Microbi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编号： 1020106B

适用专业： 生物科学 先修课程：
植物学、动物学、细胞生物

学、生物化学

总 学 时： 64 学 分： 4

讲 授： 64 实 践： 0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生物科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微生物学是研究微生物及其生命活

动的科学，是生物学各专业的基础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微生物学的基

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包括微生物的形态结构、主要类群、命名规则以及微生物的生命

活动基本规律，特别是生长、繁殖、代谢调控、微生物变异等。了解微生物在生物界的地

位，在自然界的分布与作用，微生物与人类及其他生物间的关系，微生物在工、农、医及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实际应用等，为学生从事微生物学领域的科研、教学、生产、开发等工

作奠定较好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

1. 较系统、牢固地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2. 了解研究微生物学的先进技术方法以及国内外的最新动态，并学会用微生物学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一般的微生物问题。

3. 使学生建立辩论唯物主义的微生物学观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的创新

精神、良好的逻辑思维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通过以小组合作形式完成教学任务，来提高学生交流沟通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并

最大程度发挥每位学生的优势，增强其自信心。

5. 通过课程思政，使学生热爱生命科学研究、具备一定的科研思维以及学术规范意

识。结合微生物实际应用和社会热点问题，增强学生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生长繁殖等教学，使学生牢固掌握

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理解微生物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微生

物领域发展前沿及其动态，深切领会微生物学知识与生产生活实践的密不可分。（支撑毕

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2：通过原核、真核、病毒等相关知识以及课堂延伸，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直

观想象能力、自主探究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文字编辑排版能力以及语言

表达能力等，借此具有运用微生物学知识分析解决其在工、农、医等领域的实际问题，激

发学生求知欲和探索欲，增强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支撑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3：通过微生物新陈代谢、生态等的学习，使学生明白微生物在物质能量循

环中的重要，理解微生物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树立清洁能源与生态优先意识，利用微生物

学科中蕴含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感等思政元素进行学科育人。（支撑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4：通过有益有害微生物、遗传变异重组以及传染免疫等的探讨学习，使学

生敬畏知识尊重科学，具有“知识是双刃剑”的理性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在微生物学习

中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交流沟通互作互学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7.2、8.2）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学科素养（H）
3.1 [学科基础] 具有系统扎实的生物科学理论基础知识及基本

技能，熟悉生物专业知识体系和架构，能综合运用生物学科知识

和技能解释生命现象，科学地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服务社会。

课程目标 2 学科素养（H）
3.2 [知识整合] 关注生物学科发展前沿，掌握生物学科的思维

和方法，了解生物科学与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之间的关联，具

有环境保护与生态优先意识。

课程目标 3 综合育人（H）

6.2 [学科育人] 理解生物学科的育人内涵和意义，熟悉生物学

科育人的途径与方法，利用生物学科中蕴含的工匠精神、人文精

神、科学精神、爱国情感、文化自信、思辨能力等思政元素结合

生物教学进行学科育人。

课程目标 4
学会反思（M）

沟通合作（M）

7.2[反思创新] 系统进行批判性思维方法和反思技能的训练，学

会独立思考，掌握基本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创新性地解决专业学

习及中学生物教育教学等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具有积极的教

学反思体验。

8.2 [交流沟通] 掌握小组学习、专题研讨、网络分享等交流合



作的方式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中与中学生、家长、同事等进行

有效倾听、有效表达，具有良好的积极的交流沟通技能与和谐的

人际关系。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章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学时分配
支撑

课程目标讲授
课堂任

务/延伸
小计

绪论
讲授法、自主学习法

等
2 0 2

课程目标 1、3、

4

第一章
原核微生物的形

态、构造和功能

讲授法、举例法、比

较法等
6 2 8

课程目标 1、2、

4

第二章
真核微生物的形

态、构造和功能

讲授法、举例法、比

较法等
5 1 6

课程目标 1、2、

4

第三章
病毒和亚病毒因

子

讲授法、举例法、比

较法、任务驱动法等
4 4 8

课程目标 1、2、

4

第四章
微生物的营养和

培养基
讲授法、比较法等 5 1 6

课程目标 1、2、

4

第五章
微生物的新陈代

谢
讲授法、比较法等 5 1 6

课程目标 1、2、

3、4

第六章
微生物的生长及

其控制

讲授法、举例法、比

较法等
7 1 8

课程目标 1、2、

4

第七章
微生物的微生物

变异和育种

讲授法、举例法、比

较法等
8 2 10

课程目标 1、2、

4

第八章 微生物的生态
讲授法、举例法、比

较法等
4 0 4

课程目标 1、2、

3、4

第九章 传染与免疫
讲授法、举例法、比

较法等
4 0 4

课程目标 1、2、

4

第十章
微生物的分类和

鉴定
讲授法、比较法等 2 0 2

课程目标 1、2、

4

合计 52 12 64

学习内容：

绪论

了解微生物的概念、微生物的主要类群、共同特点及其在生物界的分类地位和进化地

位；了解微生物学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掌握微生物学的主要发展历史，了

解其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贡献；了解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趋势。激发学生学习该课程兴

趣。



重点：微生物包括的类群，微生物的五大共性。微生物学发展的主要阶段、重要代表

人物的主要贡献及研究微生物的意义等。

难点：微生物学发展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贡献。研究微生物的重要意义等。

第一章 原核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学习和掌握细菌细胞的一般形态、大小；了解常见的致病细菌和工业菌种的形态、大

小；学习和掌握原核生物细胞细胞壁的化学组成、结构特点。了解革兰氏染色的基本过

程、染色原理和实际应用。掌握革兰氏阳性细菌和革兰氏阴性细菌在化学组成和结构上的

区别。

重点：原核生物的结构和功能。革兰氏阳性细菌（G+）细胞壁的结构、组成和功能。

革兰氏阴性细菌(G-)细胞壁的结构、组成和功能。革兰氏染色的机理和步骤等。

难点：细菌的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细菌（G+）和革兰氏阴性细菌(G-)细胞壁的结

构、组成和功能等。

第二章 真核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了解真核生物细胞与原核生物细胞的区别，酵母菌及霉菌的分布及与人类的关系；学

习和掌握丝状真菌和酵母菌的一般形态大小、细胞结构、繁殖方式和培养特征。掌握真菌

各种无性孢子和有性孢子的形成过程。

重点：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主要区别。真菌的繁殖方式和生活史以及真菌的菌落特

征等。

难点：真菌的繁殖方式和生活史以及真菌的菌落特征。霉菌的无性和有性孢子等。

第三章 病毒和亚病毒因子

了解病毒的描述、特点、大小、形态构造以及病毒的增殖方式、过程和特点。掌握温

和噬菌体和烈性噬菌体的侵染循环。了解类病毒、拟病毒和朊病毒等亚病毒的主要特点。

重点：病毒的化学组成。病毒的结构和对称形式。病毒的增殖方式。烈性病毒繁殖的

主要过程。温和噬菌体和溶源性，烈性噬菌体和一步生长曲线、噬菌体效价的测定等。

难点：烈性病毒繁殖的主要过程。温和噬菌体和溶源性，烈性噬菌体和一步生长曲线

等。

第四章 微生物的营养和培养基

了解微生物生长所需六大营养要素及它们的生理功能；掌握微生物营养类型划分依据

和划分类型；了解培养基的概念，掌握培养基设计和配制的原则方法。掌握物质进出微生

物细胞的方式和培养基的种类及应用。

重点：微生物的营养类型。培养基的种类和应用等。

难点：微生物的营养类型。培养基的种类和应用等。

第五章 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了解微生物的能量代谢及微生物特有的合成代谢途径；重点掌握微生物乙醇发酵的基

本原理、过程和方式。了解微生物呼吸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了解微生物特有的产能代谢方

式——无机物氧化；掌握生物固氮和肽聚糖的合成；了解微生物初生代谢和次生代谢的概

念和区别。

重点：底物脱氢的四条途径：EMP、HMP、ED 和 TCA 循环，尤其 ED 途径是微生物所特

有的。生物氧化的类型：有氧呼吸、无氧呼吸和发酵的比较。发酵的定义和类型及意义。

生物固氮的途径及生化机制。肽聚糖的生物合成过程。自氧微生物二氧化碳的固定等。

难点：微生物分解代谢与合成代谢之间的联系及两用代谢途径。酵母菌酒精发酵与细

菌酒精发酵的比较。同型乳酸发酵和异型乳酸发酵的比较等。

第六章 微生物的生长及其控制

了解微生物个体生长和群体生长的概念和区别；学习和掌握微生物生长测量的主要方

法原理；学习和掌握微生物群体生长规律和在实际中的应用。了解影响微生物生长的环境

因素；学习和掌握有害微生物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重点：微生物的群体生长规律和典型生长曲线。连续培养及其优缺点，恒化培养与恒

浊培养的比较。影响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有害微生物的物理和化学控制方法等。

难点：微生物的连续培养及有害微生物的物理和化学控制方法等。

第七章 微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育种

了解利用微生物作为实验材料的原因，证明微生物遗传物质是核酸的三个经典实验；

了解微生物遗传物质存在的形式和特点；掌握微生物基因突变的规律和分子机理。了解微

生物诱变育种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过程。掌握原核生物基因重组的主要方式。掌握微生物菌

种衰退、复壮和保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重点：证明微生物遗传物质是核酸的三个经典实验。原核生物质粒的定义、特点和分

类。基因突变自发性和不对应性的实验证明。Ames 试验。基因突变和诱变育种。原核生物

基因重组的主要方式。转化、转导、结合、普遍转导、局限转导、溶源转变、低频转导、

高频转导。微生物菌种衰退、复壮和保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等。

难点：证明微生物遗传物质是核酸的三个经典实验。基因突变自发性和不对应性的实

验证明。原核生物基因重组的主要方式等。

第八章 微生物的生态

了解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及微生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中的作用，还有微生物与环

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重点：微生物与生物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等。

难点：氮素循环及活性污泥法治理污水等。

第九章 传染与免疫



掌握病原菌的致病机制；掌握传染与传染病以及决定传染结局的三大因素和三种可能

结局；干扰素的形成的原因与应用价值；生物毒素概念，内、外毒素、类毒素。了解病原

菌侵染机体的途径，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关系；掌握干扰素的性质及其应用，熟悉

特异性免疫的获得途径。

重点：决定传染结局的三大因素。内、外毒素、类毒素。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

疫。抗原抗体等。

难点：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等。

第十章 微生物的分类和鉴定

了解微生物分类的主要单元和细菌分类鉴定的主要依据。

重点：七级分类单元。种的概念以及微生物学名的命名方法。三域学说等。

难点：三域学说等。

五、达成学习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 首先引导学生预习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根据内容需要布置小组作业，或收集

或讨论或延伸，争取发挥小组中每位学生或查阅资料能力、或文字编辑排版整合能力或语

言组织表达能力等等，预留课后作业以复习和自主拓展。

2. 采用讲授法、举例法、比较法、讨论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结合实际，

进行微生物的类群、形态、结构和功能等的教学，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方法以及

研究应用的能力。

3. 采用多媒体及企业微信等先进教学辅助设施，结合微生物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紧密

联系的特点，在保证教学进度的同时，争取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到最大。

六、考核方式与评定方法

（一）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通过微生物的形态结

构、生理生化、生长繁殖等教学，

使学生牢固掌握微生物学的基础理

论和基本技术，理解微生物学科知

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微

生物领域发展前沿及其动态，深切

领会微生物学知识与生产生活实践

的密不可分。

原核、真核细胞的形态大小、组成结构、繁殖

方式和培养特征等。革兰氏染色的基本过程、

原理和实际应用。真核细胞与原核细胞的区

别，病毒的描述、特点、大小形态构造以及病

毒的增殖方式。类病毒、拟病毒和朊病毒等亚

病毒的主要特点。微生物的营养和培养基、微

生物的生长规律、生物固氮和肽聚糖的合成

等。微生物学发展史中重要科学家的贡献。微

生物学发展最新进展。

课堂任务

平时作业

课堂延伸

闭卷考试



（二）评定方法

1. 成绩评定

微生物学考试课程成绩采取“N+1”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包括出勤（20分）、

课堂任务（20分）、平时作业（30分）、课堂延伸（30分），占比 30%；“1”指期末考试

成绩，占比 70%。

2. 课程目标考核占比与达成度计算

课程目标 2：通过原核、真核、病

毒等相关知识以及课堂延伸，使学

生具有一定的直观想象能力、自主

探究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文字编辑排版能力以及语

言表达能力等，借此具有运用微生

物学知识分析解决其在工、农、医

等领域的实际问题，激发学生求知

欲和探索欲，增强职业道德以及社

会责任感。

微生物有个体生长和群体生长，利用微生物生

长测量的主要方法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影响

微生物生长的环境因素；学习和掌握微生物群

体生长规律以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因病毒而

引起的人类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小组资料查阅

与展示。证明微生物遗传物质是核酸的三个经

典实验以及自发突变的不对应性的三个经典实

验中对于科学家科研思维的探讨。结合微生物

在各领域的应用以及社会热点问题，使学生意

识到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危害。

课堂任务

平时作业

课堂延伸

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3：通过微生物新陈代

谢、生态等的学习，使学生明白微

生物在物质能量循环中的重要，理

解微生物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树立

清洁能源与生态优先意识，利用微

生物学科中蕴含的科学精神、爱国

情感等思政元素进行学科育人。

微生物的能量代谢及微生物特有的合成代谢途

径，尤其微生物发酵与有氧呼吸、无氧呼吸的

区别。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及在自然界物

质循环中的作用，微生物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自然界氮素循环及活性污泥法治理污水。

微生物与生物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树立清洁

能源与生态优先意识，理解微生物学科中蕴含

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感等。

出勤

课堂任务

平时作业

课堂延伸

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4：通过有益有害微生

物、遗传变异重组以及传染免疫等

的探讨学习，使学生敬畏知识尊重

科学，具有“知识是双刃剑”的理

性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在微生物

学习中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同时

也增强了学生的交流沟通互作互学

的能力。

微生物的生长规律、有益微生物利用、有害微

生物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微生物的遗传

变异和育种、传染与免疫等。小组搜集人类因

微生物而引起的传染病大流行，甚至作为生物

战争武器等资料，组织学生讨论所引发的思考

与反思。

课堂任务

平时作业

课堂延伸

闭卷考试

考核环节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过程性考核 平时成绩
（30%）

出勤
（5%）

5分

课堂任务
（35%）

根据考核占比折合成分数共 35 分



（三）评分标准

1. 出勤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70 以下

优 良 中 差

课程目标 3

按时上课，基本不

迟到不早退，遇事

请假次数不超过 3

次，而且没有无故

不到。

偶 有 迟 到 或 早

退，遇事请假次

数多于 3 次，但

不超过 6 次；无

故不到次数不超

过 3次。

有较多迟到或早

退，遇事请假次数

多于 6 次，但少于

10 次；无故不到

次数不超过 6 次。

无故不到次数达

10 次以上，也就

是超过课时的 1/3

不到，按学校规

定 取 消 考 试 资

格。

2. 课堂任务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课堂布置的微

生物学任务能

积极完成，态

度非常端正，

需回答时语言

表 达 清 晰 准

确；做微生物

习题时得分在

90 分 以上 ；

讨论时积极配

合组织同学。

课堂布置的微

生物学任务能

较积极完成，

态度较端正，

需回答时语言

表达较清晰准

确；做微生物

习题时得分在

80 分 以上 ；

需讨论时较积

极配合组织。

课堂布置的微

生物学任务能

完成，态度还

算端正，需回

答时语言表达

还 算 清 晰 准

确；做微生物

习题时得分在

70 分以上；

需讨论时配合

组织还可以。

课堂布置的微

生物学任务勉

强完成，态度

一般，需回答

时不太愿意配

合；做微生物

学习题时得分

在 60 分 以

上；需讨论时

配合组织同学

不积极。

课堂布置的微

生物学任务不

完 成 ， 态 度

差，需回答时

不配合；做微

生物学习题时

得分在 60 分以

下；需讨论时

拒绝配合。

平时作业
（30%）

根据考核占比折合成分数共 30 分

课堂延伸
（30%）

根据考核占比折合成分数共 30 分

终结性考核
期末成绩
（70%）

闭卷考试 100 分，各课程目标根据考核实际情况而定

课程达成度 分目标达成度=∑各考核环节样本总均分/总分*权重（总达成度以分目标最小值
确定）



课程目标 2

课堂布置的微

生物学任务主

动配合认真思

考，综合各专

业知识，积极

思考；对开放

性探索性微生

物学问题总是

善于思辨。做

微生物习题时

得分在 90 分以

上。

课 堂布 置 的

微 生物 学 任

务 较极 配 合

认 真思 考 ，

综 合各 专 业

知 识， 较 积

极 思考 ； 对

开 放性 探 索

性 微生 物 学

问 题愿 意 思

辨 。做 微 生

物 习题 得 分

80 分以上。

课 堂布 置 的

微 生物 学 任

务 还算 主 动

配 合， 能 积

极 思考 综 合

各 专 业 知

识 ；对 开 放

性 探索 性 微

生 物学 问 题

思 辨意 愿 不

强 。做 题 时

得分 70 分以

上。

课 堂布 置 的

微 生物 学 任

务 配合 和 思

考 不积 极 ，

不 综合 各 专

业 知识 ， 不

愿 思考 ； 对

开 放性 探 索

性 微生 物 学

问 题思 辨 力

较 差。 做 课

堂 习 题得 分

60 分以上。

课堂布置的微

生物学任务拒

绝思考，不会

综合各专业知

识；对于开放

性探索性微生

物学问题思辨

能力差。做课

堂习题得分不

及格。

课程目标 4

积极思考与反

思课堂布置的

微 生 物 学 任

务；小组成员

之间交流协作

能力互作互学

能力强，非常

积极主动配合

完 成 课 堂 任

务。

较 积极 反 思

课 堂布 置 的

微 生物 学 任

务 ；小 组 成

员 之间 交 流

协 作能 力 互

作 互学 能 力

较 强， 能 积

极 配合 完 成

课堂任务。

思 考与 反 思

课 堂布 置 的

微 生物 学 任

务 积极 性 不

太 高； 能 配

合 完成 小 组

任 务， 但 主

动 性不 强 。

小 组成 员 之

间 交流 协 作

能 力互 作 互

学 能 力 不

强。

思 考与 反 思

课 堂布 置 的

微 生物 学 任

务 积 极 性

差 ；配 合 小

组 完成 课 堂

任 务主 动 性

差 。小 组 成

员 之间 交 流

协 作能 力 互

作 互学 能 力

较差。

不积极思考课

堂布置的微生

物学任务；小

组 协 作 能 力

差，未能很好

完 成 小 组 任

务。小组成员

之间交流协作

能力互作互学

能力差。

3. 平时作业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有关微生物学

基础理论、基

本技术等专业

知识体系以及

利用专业知识

和技能解释解

决实际问题的

作业完整性非

常好，思路清

晰 ， 内 容 全

面 ， 书 写 工

整，准确率达

90%以上。

有关微生物学

基础理论、基

本技术等专业

知识体系以及

利用专业知识

和技能解释解

决实际问题的

作 业 完 整 性

好，书写较工

整，准确率达

80%以上。

有关微生物学

基础理论、基

本技术等专业

知识体系以及

利用专业知识

和技能解释解

决实际问题的

作业完整性较

好，书写基本

工整，准确率

达 70%以上。

有关微生物学

基础理论、基

本技术等专业

知识体系以及

利用专业知识

和技能解释解

决实际问题的

作业完整性还

可以，书写不

工整，准确率

较低。

有关微生物学

基础理论、基

本技术等专业

知识体系以及

利用专业知识

和技能解释解

决实际问题的

作业完整性不

好好，书写凌

乱 ， 准 确 率

低。



课程目标 2

微生物相关作

业的问答正确

率高达 90%以

上；实际应用

题逻辑思路清

晰，语言组织

能力强，答案

准确。

微生物相关作

业的问答正确

率高达 80%以

上；实际应用

题逻辑思路较

清晰，语言组

织能力较强，

答案较准确。

微生物相关作

业的问答正确

率达到 70%以

上；实际应用

题逻辑思路基

本清晰，语言

组织能力基本

可以，答案不

全面。

微生物相关作

业的问答正确

率不高；实际

应用题逻辑思

维不太清晰，

语言组织能力

弱，答案准确

率低。

微生物相关作

业的问答正确

率太低；实际

应用题逻辑思

维不清晰，语

言 组 织 能 力

差，答案错误

率高。

课程目标 3

微生物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

其在物质能量

循环中的重要

性等有关清洁

能源环保意识

方面的作业中

非常理解微生

物学科中蕴含

的科学精神、

爱国情感等。

微生物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

其在物质能量

循环中的重要

性等有关清洁

能源环保意识

方面的作业中

正确理解微生

物学科中蕴含

的科学精神、

爱国情感等。

微生物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

其在物质能量

循环中的重要

性等有关清洁

能源环保意识

方面的作业中

在一定程度上

理解微生物学

科中蕴含的科

学精神、爱国

情感等。

微生物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

其在物质能量

循环中的重要

性等有关清洁

能源环保意识

方面的作业中

较难理解微生

物学科中蕴含

的科学精神、

爱国情感等。

微生物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

其在物质能量

循环中的重要

性等有关清洁

能源环保意识

方面的作业中

很难理解微生

物学科中蕴含

的科学精神、

爱国情感等。

课程目标 4

对有益有害、

遗传变异和传

染免疫等矛盾

统一体的微生

物相关作业能

积极思考、认

真反思，积极

与同学协商探

讨互作互学互

帮互助。

相关作业能较

积极思考、较

认真反思，较

积极与同学协

商探讨互作互

学互帮互助。

相关作业能较

积极思考、但

缺 乏 认 真 反

思，与同学协

商探讨互作互

学互帮互助积

极性不高。

相关作业思考

和反思能力较

差，不太愿意

与同学协商探

讨互作互学互

帮互助。

相关作业思考

和 反 思 能 力

差，不愿意与

同学协商探讨

互作互学互帮

互助。

4. 课堂延伸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能积极查阅文

献，熟练掌握

微生物领域发

展前沿及其动

态，深切领会

微生物学知识

与生产生活实

践密不可分。

能较积极查阅

文献，较熟练

掌握微生物领

域发展前沿及

其动态，较深

切领会微生物

学知识与生产

生活实践密不

可分。

查阅文献积极

性不高，资料

较少，了解微

生物领域发展

前 沿 及 其 动

态，领会微生

物学知识与生

产生活实践密

不可分。

查阅文献资料

内容简单，简

单了解微生物

领域发展前沿

及其动态，简

单领会微生物

学知识与生产

生活实践密不

可分。

未能查阅相关

文献，基本不

了解微生物领

域发展前沿及

其动态，不能

领会微生物学

知识与生产生

活实践密不可

分。



课程目标 2

对于延伸知识

课件内容非常

详实，讲解清

楚，具备非常

好的自主探究

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和文字

编辑排版能力

等，在历史事

件时事热点中

增强了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

对于延伸知识

课件内容较详

实，讲解较清

楚，具备较好

的自主探究能

力、逻辑推理

能力和文字编

辑 排 版 能 力

等，在历史事

件时事热点中

增强了社会责

任感。

对于延伸知识

课件内容基本

详实，讲解基

本清楚，具备

一定的自主探

究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和文

字编辑排版能

力等，在历史

事件时事热点

中增强了一定

社会责任感。

对于延伸知识

课 件 内 容 简

单，讲解思路

不清，具备有

限的自主探究

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和文字

编辑排版能力

等，在历史事

件时事热点中

增强了较少的

社会责任感。

对于延伸知识

课 件 内 容 简

单，讲解思路

不清，具备较

差的自主探究

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和文字

编辑排版能力

等，在历史事

件时事热点中

没有增强社会

责任感。

课程目标 3

能查阅丰富的

由微生物所引

起的大事件大

疫情，明白微

生物在物质能

量循环中的重

要性，在微生

物与其他生物

关系中树立清

洁能源与生态

优先意识，非

常理解微生物

学中蕴含的科

学精神和爱国

情感。

能查阅较丰富

的由微生物所

引起的大事件

大疫情，在微

生物与其他生

物的关系中树

立清洁能源与

生 态 优 先 意

识，理解微生

物学中蕴含的

科学精神和爱

国情感。

能查阅一定的

由微生物所引

起的大事件，

在微生物与其

他生物的关系

中树立树立清

洁能源与生态

优先意识，能

理解微生物学

中蕴含的科学

精神和爱国情

感。

查阅的由微生

物所引起的大

事 件 资 料 较

少，在微生物

与其他生物的

关系中树立清

洁能源与生态

优先意识不明

确，较难理解

微生物学中蕴

含的科学精神

和爱国情感。

查阅的由微生

物所引起的大

事 件 资 料 太

少，在微生物

与其他生物的

关系中未能树

立树立清洁能

源与生态优先

意识，很难理

解微生物学中

蕴含的科学精

神 和 爱 国 情

感。

课程目标 4

在微生物引起

人类传染病大

流行中能敬畏

知 识 尊 重 科

学，能理性认

真的思考，具

备 批 判 性 思

维；能在小组

协作中，积极

配合主动承揽

并圆满完成任

务，还能互作

互学，具备很

好 的 反 思 能

力。

在微生物引起

人类传染病大

流行中能敬畏

知 识 尊 重 科

学，能较理性

认真思考；能

在 小 组 协 作

中，较积极配

合较主动承揽

并较圆满完成

任务。能互作

互学，具备反

思能力。

在微生物引起

人类传染病大

流行中能敬畏

知 识 尊 重 科

学，基本认真

思考和反思；

能在小组协作

中，基本配合

完成任务。能

互作互学，具

备一定的反思

能力。

在微生物引起

人类传染病大

流行中能敬畏

知 识 尊 重 科

学，思考和反

思不认真；在

小组协作中，

勉强配合完成

任务。能互作

互学，具备很

少 的 反 思 能

力。

在微生物引起

人类传染病大

流行中思考较

少；小组协作

能力差，未能

完成小组分配

任务。互作互

学能力差，不

具 备 反 思 能

力。

5.闭卷考试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非常准

确的回答微生

物学的基础理

论 和 基 本 技

术，能根据微

生物学知识体

系来非常准确

作答体现本学

科 思 想 、 方

法、前沿、动

态及与生产生

活实践密不可

分的问题。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较准确

的回答微生物

学的基础理论

和基本技术，

能根据微生物

学知识体系来

较准确作答体

现 本 学 科 思

想、方法、前

沿、动态及与

生产生活实践

密不可分的问

题。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基本准

确的回答微生

物学的基础理

论 和 基 本 技

术，能根据微

生物学知识体

系来基本准确

作答体现本学

科 思 想 、 方

法、前沿、动

态及与生产生

活实践密不可

分的问题。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回答微

生物学的基础

理论和基本技

术，能根据微

生物学知识体

系来作答体现

本学科思想、

方法、前沿、

动态及与生产

生活实践密不

可分的问题。

但有一定的错

误率。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回答微

生物学的基础

理论和基本技

术，能根据微

生物学知识体

系来作答体现

本学科思想、

方法、前沿、

动态及与生产

生活实践密不

可分的问题。

但 错 误 率 较

大。

课程目标 2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体现很

好的逻辑推理

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语言

组织表达能力

等，并能很好

的 解 决 其 在

工、农、医等

领域的实际问

题。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体现较

好的逻辑推理

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语言

组织表达能力

等，并能较好

的 解 决 其 在

工、农、医等

领域的实际问

题。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体现一

定的逻辑推理

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语言

组织表达能力

等，并能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

其在工、农、

医等领域的实

际问题。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体现基

本的逻辑推理

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语言

组织表达能力

等，也能基本

解决其在工、

农、医等领域

的实际问题。

能在微生物学

试卷中体现基

本的逻辑推理

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语言

组织表达能力

等，但解决其

在工、农、医

等领域的实际

问题的能力较

差。

课程目标 3

能在试卷中深

刻体会微生物

在物质能量循

环 中 的 重 要

性，深刻理解

微生物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

具有很好的清

洁能源与生态

优先意识，非

常理解微生物

学中蕴含的科

学精神和爱国

情感。

能在试卷中较

深刻体会微生

物在物质能量

循环中的重要

性，较深刻理

解微生物与相

关 学 科 的 联

系，具有较好

的清洁能源与

生 态 优 先 意

识，理解微生

物学中蕴含的

科学精神和爱

国情感。

能在试卷中体

会微生物在物

质能量循环中

的重要性，理

解微生物与相

关 学 科 的 联

系，具有一定

的清洁能源与

生 态 优 先 意

识，能理解微

生物学中蕴含

的科学精神和

爱国情感。

能在试卷中基

本体会微生物

在物质能量循

环 中 的 重 要

性，基本理解

微生物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

具有基本的清

洁能源与生态

优先意识，较

难理解微生物

学中蕴含的科

学精神和爱国

情感。

在试卷中体会

不到微生物在

物质能量循环

中的重要性，

无法理解微生

物与相关学科

的联系，清洁

能源与生态优

先 意 识 也 淡

漠，很难理解

微生物学中蕴

含的科学精神

和爱国情感。

课程目标 4

能在试卷中很

好体现”理性

思维以及批判

性思维，并具

有很好的自我

反思问题的能

力。

能在试卷中较

好体现理性思

维以及批判性

思维，并具有

较好的自我反

思问题的能力

题。

能在试卷中体

现理性思维以

及 批 判 性 思

维，并具有一

定的自我反思

问题的能力。

能在试卷中基

本体现的理性

思维以及批判

性思维，并具

有基本的自我

反思问题的能

力。

在试卷中体现

不出理性思维

以及批判性思

维，自我反思

问题的能力也

弱。



七、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周德庆. 微生物学教程 （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二）主要参考书：

[1]周德庆. 微生物学教程 （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周德庆. 微生物学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3]沈萍. 微生物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诸葛健. 微生物学 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执笔教师：邵青玲

审 核 人：赵红梅

2021 年 6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