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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２０１６ 年 ７—１ １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学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和 《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 （电子版）》杂志联

合举办了 “２０１６ 年全国高校生命科学类微课教学比赛”。全国各高校积极组织教师参赛，来自 ２２ 个省 （市、自治

区）的 ６０ 余所高校提交了作品。围绕作品的完整性、技术规范性、选题价值、教学设计与组织、教学特色、教学
方法与手段以及教学规范性等 ７ 个方面，评审委员会评出了本届比赛获奖作品。本刊将从本期起陆续刊登部分获
奖作品，以供交流互鉴。

“２０１６ 年全国高校生命科学类微课教学比赛”优秀作品选登

微生物艺术画的制作

张霞（ ）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教学设计

“微生物学实验”是生物学重要的基础实验课程之

一，微生物学实验的方法与技术早已渗透到生物学研

究的各个领域，是目前生命科学发展中最当之无愧的

工具课程，各种转基因、突变筛选等科学研究工作都

无一例外以微生物学实验技术为基础。根据微生物的

特点，实验课程要求学生牢记微生物的基本特性，牢

固地建立无菌概念，掌握一套完整的微生物实验基本

操作技术。２０１６ 年美国微生物学会连续举办了两届微
生物培养皿艺术大赛，世界各地的微生物学家们纷纷

摩拳擦掌、踊跃参赛，各种奇思妙想的参赛作品，让

枯燥的科研也变成了艺术的殿堂，两届大赛的参赛作

品每一幅都独具匠心、美不胜收，充分说明微生物学

家的艺术创意不输于艺术家们。由此得到灵感，将艺

术创作比赛与基础微生物实验相结合，设计了一个微

生物艺术画的制作实验课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将本

身枯燥单调、容易失误的微生物的培养、显微染色观

察与无菌操作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艺术创作的吸引中

步步前行，学习每个基础实验操作技术，至最后创作

一幅艺术作品。

教学目标

建立生活中微生物无处不在的概念，学会检测身

体表面细菌的方法，能够识别和描述不同细菌的菌落

形态，熟练细菌的简单染色和显微观察方法，熟练无

菌倒平板、划线接种等实验操作。

教学内容

１身体表面微生物的检测，检测无处不在的细菌
２识别常规细菌菌落形态
３细菌的简单染色和显微观察

实验技术

１无菌倒平板技术
２无菌划线接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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