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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微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徐银兰,陈路路,刘 冬,梁海燕,李慧君,高 霞△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 目的 探讨对卫生微生物学实验课程进行改革,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方法 选取该校卫生

检验与检疫专业14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撞击法组(90名)检测空气中β-溶血性链球菌和自然沉降

法组(50名)检测公共场所细菌情况进行卫生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结果 撞击法组对教学满意程度(92.2%)高于自然沉降法组(8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撞击法

组学生认为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84.4%)高于自然沉降法组(7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网络平台雨课堂、慕课分享教学视频,让学生参与实验的全过程,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改革方式,
获得良好的反馈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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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微生物学是研究微生物与其环境相互作用

的规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及提出解决措施的学科,
在本校预防医学专业中是一个主干学科。卫生微生

物学教学任务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学生不仅

需要掌握卫生微生物学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

结合理论知识运用到微生物实验中,培养动手、分析

解决问题和创新能力[1]。但传统卫生微生物学实验

教学模式,教师讲解和演示,学生听讲为主,学生并未

将知识理解透彻,理解过程枯燥无味,操作过程多以

验证为主,照搬照抄实验过程,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更不能促进学生综合及创新能力的提升。生物气

溶胶又称微生物气溶胶,空气微生物是主要成分之

一,微生物气溶胶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细菌、真菌和病

毒[2-3],空气中的微生物对机体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
暴露于空气中的微生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和呼吸道

疾病[4],如β-溶 血 性 链 球 菌 引 起 急 性 上 呼 吸 道 感

染[5-6]、结核杆菌引起肺结核[7]、青霉和曲霉菌加剧哮

喘疾病[8-9]。学校作为学生的生活场所之一,人员密

集,易爆发聚集流感性疾病,因此学校要注意环境质

量的检测与监督。为适应国家政策改革,以撞击法检

测空气中β-溶血性链球菌和自然沉降法检测公共场

所细菌情况2个卫生微生物学实验为例,探究如何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

的培养;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过程中,培养学

生综合及创新能力,为科研思维奠定基础,同时检测

学校内不同场所的空气卫生状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校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14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撞击法组(90名)检测

空气中β-溶血性链球菌和自然沉降法组(50名)检测

公共场所细菌情况进行卫生微生物学实验教学。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撞击法组 课前教师通过雨课堂发布关于

本次实验的教学视频,并对发布问题的进行测试,教
师在后台查看学生观看视频(包括是否观看完毕和观

看时长)和回答问题的情况,注意强调视频观看与实

验课实验操作效果的关联性,强调实验结束后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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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考核成绩计入卫生微生物学实验总成绩,从而加

强学生对视频观看的重视程度,避免无效刷课。实验

课教师讲解PPT,强调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避免

实验失误,加深对实验操作步骤的掌握。实验课的考

核方式和所占比例(平时成绩50%+理论考核成绩

50%)。每组随机选择院系楼团委办公室、院系东南

角办公室、院系楼273、院系楼201、教师办公室、院系

楼二楼仪器室和女厕所等地点进行采样,并记录时

间、温度、湿度等。计算公式为空气细菌总数=a/(t·
b)×1

 

000(a为六级平皿总菌数,t为采样时间 min,b
为采样流量L/min[10])。根据室内空气中溶血性链球

菌卫生标准(GB/T
 

18203-2000)[11],标准值为室内空

气中溶血性链球菌的最高容许限量值≤36
 

CFU/m3。
1.2.1.2 自然沉降法组 课前教师在中国大学

MOOC(慕课)寻找并分享实验讲解和操作视频,学生

反复观看,熟练掌握自然沉降法空气采样的原理及方

法和检测空气中菌落总数的操作步骤,便于操作时可

熟练地把卫生微生物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验操作中,
教师在微信平台与学生沟通联系,学生有问题及时提

出,且参与实验的全过程。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和所占

比例同撞击法组。每组随机选择校内餐厅、科技楼二

楼会议室、院系楼第四实验室、第三教学楼3401教

室、辅导员办公室、院系楼第二实验室、第五实验室、
准备室、健康小屋、团委办公室和宿舍等地进行采样,
记录时间、温度、湿度等。空气细菌总数=N×5

 

000/
(A×T),N为平皿菌落数,A为平皿面积cm2,T为

平皿暴露时间 min[12]。根据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卫

生标准(GB/T
 

18204-2000),清洁:<1
 

000
 

CFU/m3;
较清洁:1

 

000~2
 

500
 

CFU/m3;轻微污染:2
 

500~
5

 

000
 

CFU/m3;污染:5
 

000~10
 

000
 

CFU/m3;中污

染:10
 

000~20
 

000
 

CFU/m3;严重污染:20
 

000~
45

 

000
 

CFU/m3[13]。
1.2.2 评价工具 采用问卷形式调查2组学生对教

学模式的满意度,参与调查率为100%。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撞击法组各采样点的六级平皿总菌数和菌落总

数情况 撞击法组各个场所菌落总数均<36
 

CFU/
m3,符合卫生标准,学校应继续加强卫生监督力度。
见表1。
2.2 自然沉降法组各采样点菌落数和菌落总数情

况 自然 沉 降 法 组 各 个 场 所 菌 落 总 数 均<1
 

000
 

CFU/m3,结果显示均为清洁。学校应该继续保持清

洁,注意通风,但相比其他场所而言,宿舍菌落数较

多,学生及学校应该重视,注意定期清洁和经常通风。
见表2。
2.3 2组学生问卷调查情况比较 撞击法组对教学

满意程度(92.2%)高于自然沉降法组(86.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撞击法组学生认为有助于

创新 能 力 的 提 升 (84.4%)高 于 自 然 沉 降 法 组

(7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3。
表1  撞击法组各采样点六级平皿总菌数和菌落总数情况

地点 六级平皿总菌数(个) 菌落总数(CFU/m3)
院系楼团委办公室 1 4
院系楼273 2 7
院系楼201 0 0
院系东南角办公室 6 21
教师办公室 6 21
院系楼二楼仪器室 4 14
女厕所 8 28

表2  自然沉降法组各采样点菌落数和菌落总数情况

地点 菌落数(个) 菌落总数(CFU/m3)
校内餐厅 5 69
科技楼二楼会议室 3 19
院系楼第四实验室 4 51
第三教学楼3401教室 2 25
辅导员办公室 2 25
院系楼第二实验室 1 13
第五实验室 2 25
准备室 1 19
健康小屋 8 61
团委办公室 1 15
宿舍 19 242

表3  2组学生问卷调查情况比较[n(%)]

项目
撞击法组

(n=90)
自然沉降法组

(n=50)

是否有助于卫生微生物学实验动手能力的提升

 是 78(86.7) 36(72.0)

 一般 10(11.1) 9(18.0)

 否 2(2.2) 5(10.0)

是否有助于卫生微生物学实验兴趣的激发

 是 75(83.3) 32(64.0)

 一般 13(14.4) 14(28.0)

 否 2(2.2) 4(8.0)

是否有助于卫生微生物学实验知识的理解

 是 67(74.4) 45(90.0)

 一般 22(24.4) 5(10.0)

 否 1(1.1) 0
是否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

 是 76(84.4) 39(78.0)

 一般 14(15.6) 11(22.0)

 否 0 0
教学模式是否满意

 是 83(92.2) 43(86.0)

 一般 7(7.8) 7(14.0)

 否 0 0

3 讨  论

即使对视频进行详细地讲解和教师PPT重点及

注意事项的强调,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主动探索,但
是探索过程不可避免许多问题的出现。例如少加试

·4951· 现代医药卫生2024年5月第40卷第9期 J
 

Mod
 

Med
 

Health,May
 

2024,Vol.40,No.9



剂,导致实验现象不明显;室内人员较多,来回走动,
影响实验结果;采样时人员进出频繁,没有门窗紧闭;
仪器未校正;学生无菌操作意识不强,造成杂菌污染;
24、48

 

h结果没有全部记录,不能前后对比;没有做好

标记,造成培养结果混乱。这些问题虽然给学生带来

实验失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促使学生收获许多实验

经验,从而对实验技术的重视,查漏补缺,积极改正实

验过程中的缺点,在失败中前进,也为教师提供教学

侧重点,为接下来的实验教育改革提供新方向,仍然

需要继续寻找教育改革发展新的突破点。
传统实验教学模式,教师讲解,学生机械地按照

步骤重复验证实验,没有参与准备工作,且几次实验

安排没有关联性,学生参与度不够,参与的积极性不

强,学习被动,知识了解不通透,导致运用到实验上操

作技术不熟练,更无法谈及创新。本实验教学改革,
学生参与实验全部过程,从了解实验的意义与目的、
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的掌握、参与准备工作到实地采

样,最后进行培养、分离及鉴定,学生投入理论实验和

综合实验的各个环节中。而且这2次实验是对学校

空气卫生状况的检测,贴近学生的生活,更能勾起学

生对实验的兴趣和对实验结果的期待,学生重视程度

提高,学习兴趣、参与感和投入程度大大增强。学生

主动深入探索,熟练准确掌握实验的操作技能,并且

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验技术进行结合,学以致用,为
创新思想奠定基础。同时撞击法组教学满意程度等

问题,得到肯定回答高于自然沉降法组,可能与撞击

法检测仪器使用的复杂性有关,激发较多学生的兴

趣。与此同时,通过实验,学生更加重视环境问题,通
风意识增强,增加了宿舍和教室的通风次数,达到双

层效果。
卫生微生物学学科内容与生活和健康息息相

关[14],其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课程是其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全体卫生微生物学教师共同

监督,努力提高学生实验课的积极性,调动学生的主

动性,通过网络平台雨课堂、慕课分享教学视频,让学

生参与实验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激发学

生创新能力的改革方式卓有成效,部分学生已经参与

到教师的科研课题,为他们的科研思维奠定了基础。
空气中的微生物作为环境卫生问题的研究热点,本次

教学改革顺应趋势,为国家培育创新型人才积极努

力,为其他学校教学改革提供参考,意义重大。然而

国家教育改革持续前进,还需要不断探索、发展与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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