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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

以学为 中心
”

的微生物学课程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刘 明秋
￥

全哲学 丁晓明 王英 明 钟江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學＊ 上海 ２００４３ ８

摘 要 ： 课程建设是解决 当 前教学 问题的 着 力点 ， 而课程设计是课程建设的重 中 之重 ， 决定着一 门

课程能否达成教学 目 标。 本次教学改革依据
“

以学 为 中 心
”

的教学理念和
“
一致性建构

”

的 原则 ， 采用

ＤｅｅＦ ｉｎｋ 教授的
“

整合性课程设计
”

框架 ， 重新设计微生物学课程的学 习 目 标 、 学 习活动和学 习测评 。

尤其是
“

学 习 目 标
’ ’

中 ， 不仅涵盖核心知识 、． 学以致用和触类旁通 ， 更强调人性维度 、 志趣情怀和 学

会学 习 。 同 时运用
“对分课堂

”

教学模式组织教学 ４ 课程结束一年后 ， 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 ， 学 生对达

成各学 习 目 标的认 同度在 ６４％
－

８７％之间 。 这说明 ，

“

以 学为 中 心
”

的课程设计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 预期

效果 ， 值得进一步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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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秋等 ： 基于
“

以学为中心
”

的微生物学课程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１ １ ０ １

微生物学课程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课和核

心课程 ， 但是该课程涉及 内容广泛 ， 知识点多而

散 ， 部分学生有畏惧情绪 ， 如何提高学生学习 积

极性 、 提升学习效果 、 促进学生发展成为教学改

革的重点 。

一

线教师们尝试了 多种改革方案 ， 从

教学 内容 ［

１

］

、 教学模式 ［

２＿３
］

、 教学资源 ［

４
］等多角度探

索激发学生动力 、 调动学习兴趣 、 培养学生能力

的方法 ，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 我们采用
“

对分

课堂
”

的教学模式 ， 在学 习满意度 、 学生收获等方

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

５ ＿６
］

。 但是 ， 要进一步提升

课程质量 ， 对接
“

金课
”

标准的高阶性 、 创新性和挑

战度 ，
还有不少差距 。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２ ４ 日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

《 教育部关于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 中指

出 ： 要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 ， 推进课程改革创

新 。 其中提出建设一流本科课程的三个原则 ： 提

升高 阶性 、 突出创新性 、 增加挑战度 。 所谓
“

高阶

性
”

， 是指课程 目标坚持知识 、 能力 、 素质的有机

融合 ，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和高级

思维 。 课程内 容强调广度和深度 ， 突破习惯性认

知模式 ， 培养学生深度分析 、 大胆质疑 、 勇于创

新的精神和能力 。 所谓
“

创新性
”

， 是指教学内容体

现前沿性与时代性 ， 及时将学术研究 、 科技发展

前沿成果引人课程 。 教学方法体现先进性与互动

性 ， 大力 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 积

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与个性化学 习 。 所谓
“

挑战

度
”

， 是指课程设计增加研究性 、 仓 彳新性 、 综合性

内容 ， 加大学生学 习投人 ， 科学
“

增负
”

， 让学生体

验
“

跳
一

跳才能够得着
”

的学习挑战 。 严格考核考试

评价 ， 增强学生经过刻苦学习 收获能力 和素质提

高的成就感 。

对标
“

金课
”

标准 ， 我们在教学 中做了一些尝

试 ， 试图通过课程 目标 、 教学 内容 、 教学模式的

改变 ，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 提升教学质量 ， 使学

生获得有意义的学 习 ， 逐步落实
“

以学为中心
”

的教

学理念 。

１ 课程设计依据与原则

根据ＪｏｈｎＢ ｉｇｇ ｓ和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Ｔａｎｇ提出的
“
一致

性建构
”

原则
［
７

］

以及 Ｄ ｅｅＦ ｉｎｋ 的
“

整合性课程设计
”

框架 ［

８
］进行课程设计 ， 重新设计课程 ， 在学 习 目

标 、 学 习活动和学 习测评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建

构性学习 ，
促进有效教学 。

“
一

致性建构
”

有两层含义 ，

“

建构
”
一

词来 自建

构主义学 习理论 ， 即学 习者通过 自 身 的活动来建

构知识 ， 在 已有的
“

图式
”

（
ｓｃｈｅｍ ａｔａ

）基础上理解新

的概念和原理 。 教学不再是传授知识 ， 而是帮助

学生参与到 主动学 习 当 中 ， 在他们 已有理解的基

础上发展新的知识 。 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是
“

以学为

中心
”

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 。

“
一致性

”

是课程理论

的
一

个原则 ，
即预期学 习成效 、 教学活动和评价

任务三者之间具有的 内在 、

一

致的联系 。 这
一

点

区别于其他成效为本的教学 。 因为在其他成效为

本的教学模式中强调的是标准化评价与预期学 习

成效之间的对接 ， 而没有考虑到预期学 习成效与

教学活动之间的
一致性 。

美国课程设计专家 ＤｅｅＦ ｉｎｋ 结合 自 己 ３ ０ 多年

教学 以及指导教师进行课程设计的丰富经验 ， 综

合吸收高等教育领域
“

以学为中心
”

的新概念和新方

法 ， 提出 了
“

整 合 的课程设计
＂

（
ｉｎ ｔｅｇ ｒａｔｅｄ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 ｓ ｉｇｎ ，ＩＣＤ
）

［

８

＿式和系统流程 。 该设计框架体现

了

“
一致性建构

”

原则 。

尤其值得学习 的是 ，

ＤｅｅＦｍｋ 教授首次提出
“

有意义 的学 习 分类 （ｔ
ｈｅ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ｓ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ａｍｍｇ）

”

概念 。 所谓
“

有意义的学习
”

是强调
“
一

门

课程在学生学 习结束几年之后 ， 他们还能记住些

什么 ？ 对学生产生 了 哪些深远的 、 有意义的影

响
”

。 因此 ，

“

有意义的学 习分类
”

将学 习 目标分

为 ： 核心 知识 、 学 以 致用 、 触类旁通 、 人性维

度 、 志趣情怀和学会学习 。 通过设定
“

人文关爱
”

“

人性纬度
”

以及
“

学会学习
”

， 将学习延伸到课程结

束以后 ， 包含了 能够实现
“

有意义学习
”

的特定技

能 。 在此基础上的课程设计 ， 最终 目标一定是培

Ｔｅ ｌ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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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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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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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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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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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０２ 微生物学通报 Ｍ ｉｃｒｏｂｉｏ ｌ ． Ｃｈｉｎａ

养学生专业技能 ＞思想 、 情感 、 价值等综合素

养
，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ｅ 这

一

分类的另
一

个特点

在于各学习 目 标之间弁非相互独宜 ， 而是交瓦

的 ａ 这意味着ＩＥ学生获得任何一种学习都有助于

他们获得其他五类擎习 （图 认

２ 总体实施方案

本次课程设计整体实施方案为 ： ⑴ 重新设定

学３ 自标 、 学习活 动 、 学习测评 ； 修改教學大纲

框架 ； （
２
） 学情铜査 ＊ 请学生书面反思过去两学年

的学习情况、 对未来的打算 、 对本课程的学习斯

隻、 有无特殊學习困难等Ｉ（
３
） 教学实践 ： 按照课

程设计实施教學。 教 ．学过程中 ， 稂据攀生反 馈调

盡一些教学内 容 ， 核检学习活动和学习测评与攀

习 自标的一致性
； （

４
）
教学蠢见及建议收集 ： 学习

结束后 ， 锴？书面反馈学习感受和收获 ； （
５

） 教

学后测 ：
课程结束一年以后 请學生完成

“

教学效

果録合评价
”

； （
６

） 教学反思 ： 教学过程中及时反

思教学何题 ， 根据学生建议调整教学设计 。

３ 课程设计的具体内容

本次课程设计主要是根据 ＤｅｅＦｍｋ
“整合性课

程设计
”

框架及
“

有意义的学习
”

分类 ， 重新制定学

芎 目标 ， 设计学习活动和學习测评方式 。

图 １ 有 意义学习 的互动性质 （本图参考 ＤｅｅＦｉｎｋ
［

ｓ
ｌ修改 ）

Ｆｉｇｕｒｅ１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ｎ 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 ａｒｎｉｎｇ

（
ｒｅｖｉｓ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ｅＦｉｎｋ

，２００６
［
８

］

）

３ ． １ 学 习 目标

与 以往学习 ＿标相 比 ， 我们明确了
＾
人性维度

”

？

％趣情怀
”

和
“

学会学牙
’

的 目 标（表 １
） ，
根据一致

性建构原则 ， 在教学活 动 中也设计了相应的环

节 ， 有意识引导奉生情感 、 素养的培养０

３ ． ２ 学 习 活动

为 了促迸学习 目标的实现 ， 丰学期在以往教

学活动一对分课堂（讲授、 独ｉ学习 、 讨论）的慕：

础上 ， 增加 了深度探索合作攀习 、 撰写反思报告

等 内容 （表 ２
）？

３
＊２ ．１ 讲授

讲授是指面授 ，
主要讲解课程的主体框架、

重点 、 难哀
，
做到精讲留 白、 讲解 内容中涵盖核

心概念 、 理论发展 ｓ 重点理论的 座用 、
思维方

法 、 科学家贡献 、 微生物的应用价值 、 学习方法

等
，
指向学习 目 标的 ６ 个维度 ｅ

３
．２ ．２ 独立学习

要求学生在阅读教材 、 复习讲课 内容的基础

．上独愈寅成作业 ， 即写出读书笔记 ， 希望把读书笔

记看作在学习 、 理解章节内容过程中的助记和概

要 ＾ 同时 ， 鼓励在遲解的基础上迸
一歩＃出独特

的分析 、 思考和体会 ，
以

“

亮闪闪
” “

考考你
”“

帮帮

我
”

的形式展示 出来＾亮闪闪
”

， 请攀生列出学习

过程中ｌｌ 已感受最深、 受益最大 、 最欣赏的 内容

等 ， 至少
一

条 ， 更多不限 ； ，帮我
”

，
列出 自己不

懂的问题 ， 讨论时求助别人 、， 至少 ３ 个 ， 更多不

限 ； 考考你
”

，
列出 自Ｓ弄懂３％ 但是觉得别人可

能存在西惑的地方 ， 挑战别人
，

至少 ３ 个
，

更多不

限 ３ 独立学习环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讨论做

准备 ｓ 这
一

阶段要求学生提交作业 （作品 ） ， 并
：

占总

评成绩的 ４５％。 该环节是培养学生学习 习惯的重

要一环 ，
指向学习 目标 １ 、 ２ 、 ３ 、 ６

．ｅ

３
．２ ．３ 讨论

讨论包括小组交流 １ ． ５
－

２０ｍｉｎ
， 解决成员 自已

提出的部分问题 ， 然启全班交流 ２０
－

２ ５ｍｍ
，
由教

师解答小组遗留 的问题 ，
鼓励學生互动交流。

Ｔｅ ｌ ：０ １ ０
－６４８０７５ １ １

；

Ｅ
－ ｍａ ｉ ｌ ： ｔｏ ｎ

ｇ
ｂａｏ＠ ｉｍ ． ａｃ ． ｃｎ

；

ｈｔｔ
ｐ

：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 ｓ ． ｉｍ ． ａｃ ． ｃｎ／ｗｓｗｘ ｔｂｃｎ



刘明秋等 ： 基于
“

以学为中心
”

的微生物学课程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１ １ ０３

表 １ 微生物学课程 的学 习 目 标 （部分 内容）

Ｔａｂ ｌｅ１Ｔｈ ｅ ｌｅａｒ ｎｉｎ
ｇ ｇ

ｏ ａｌ ｓｏｆ Ｍｉ ｃｒｏｂ ｉｏ ｌｏ
ｇｙ （ｐａ ｒ

ｔ
ｉａ ｌ）

目标名称 Ｇｏａ ｌｓ ｎ ａｍｅ学习 目标 Ｌｅａｒｎｉｎ
ｇｇ

ｏ ａ ｌｓ

目标 １
： 核心知识解释与微生物分类 、 生物化学 、 代谢和疾病相关的学术名词

Ｇ ｏａ ｌ １ ：Ｆｏ ｕｎｄ ａｔ ｉｏｎ 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Ｅｘ

ｐ
ｌ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ｍ ｉｃ ｒｏｂｉ ａｌｃ ｌａｓｓ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

，
ｂｉ ｏｃｈｅｍｉ ｓｔｒ

ｙ， ｍ ｅｔａｂｏｌ ｉｓｍ ａｎｄｄ ｉｓｅａｓｅ ｓ

目标 ２
： 学 以致用应用已学知ｉ只解决实际问题

，
如能够独立设计实验从环境中分离有特定用途的微生物资源等

Ｇ ｏａ ｌ２ ：Ａ
ｐ 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Ｒｅ ｓｏｌ ｖｅ
ｐ

ｒａｃ ｔｉ ｃａ ｌ

ｐ
ｒｏｂｌ ｅｍｂ

ｙ
ａ
ｐ ｐ

ｌ

ｙ
ｉｎ
ｇ

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

， ｓｕ ｃｈａｓｂ ｅ ｉｎ
ｇ 

ａｂ ｌｅ ｔｏｉ ｎｄｅ
ｐ
ｅｎｄ ｅｎｔ ｌ

ｙ

ｄ ｅｓ ｉ

ｇ
ｎ ｅｘ

ｐ
ｅ 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ｏ ｓｅ

ｐ
ａｒａｔｅ ｍｉ ｃ ｒｏｂ ｉａ ｌ ｒｅ ｓｏｕ ｒｃｅ ｓｗｉｔｈｓ

ｐ
ｅｃｉ ｆｉｃｕ ｓｅ 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目标 ３
：
触类旁通确认 、 思考 、 描述不 同事物如 Ｘ 和 Ｙ之间的关系

，
如能够综合有关化学和微生物学能量的观点

Ｇ ｏａ ｌ３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ｉ ｏｎＩｄｅｎｔ ｉｆ

ｙ，
ｔｈ ｉｎ ｋａｂｏｕ ｔ

，ａｎ ｄｄｅ ｓｃ ｒ ｉｂｅ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ｈｉ

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 ｒｅｎｔｔｈｉｎ

ｇ
ｓｓｕｃｈａｓＸａｎｄ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ｐ

ｌｅ
， 
ｂｅ ｉｎ

ｇ
ａｂｌ ｅｔｏ ｓ

ｙ
ｎｔｈｅ ｓ ｉｚｅ ｉｄ ｅａｓａｂｏ ｕｔｃｈ ｅｍ ｉｃａ ｌａｎｄｍｉ ｃｒｏｂ ｉｏ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 ｅｎ ｅ ｒ

ｇｙ

目标 ４
： 人性维度（对 自 己 ， 对他人 ） 更好地了解 自 己和他人 ， 如明确 自 己对微生物学关键进展的看法和态度

Ｇ ｏａ ｌ４ ：Ｈｕｍ ａｎｄｉｍ ｅｎｓ ｉｏｎ

（
ｕｎ ｄｅ ｒｓｔａｎｄ ｓｅ ｌｆ ａｎｄｏｔｈｅ ｒｓ

）

目标 ５
： 志趣情怀

Ｂ ｅｔｔｅ ｒｕ ｎｄｅ ｒｓｔａｎ ｄｉｎ
ｇ
ｏｆ

ｙ
ｏｕ ｒｓｅ ｌ ｆａｎｄｏｔｈ ｅｒｓ

，ｓｕ ｃｈａｓｃｌ ａｒ ｉ ｆ
ｙ

ｉｎ
ｇｙ

ｏｕ ｒｏｗｎｖ ｉｅｗｓａｎ ｄａｔｔ
ｉ
ｔｕｄｅ ｓｔｏｗａｒｄ ｓ

ｋ ｅ
ｙ

ａｄ ｖａｎ ｃｅ ｓｉｎＭｉｃ ｒｏｂ ｉｏｌ ｏ
ｇｙ

将更关心这门课程或与该课程相关的 内容
，
如对微生物学感兴趣等

Ｇ ｏａ ｌ５ ：Ｃａｒ ｉｎ
ｇ

目标 ６
： 学会学习

Ｂ ｅ ｍｏ ｒｅ ｃｏｎ ｃｅｒｎｅｄａｂ ｏｕｔｔｈｉ 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 ｒ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ｓｕｃｈａｓ ｉｎｔｅ ｒｅ ｓｔ ｉｎｍｉ ｃ ｒｏ ｂｉｏ ｌｏ

ｇｙ， ｅｔ ａ ｌ

学会如何成为更好的学生
，
如能够负责任地组织授课内容 、 教材和其他资料

，
完成 自 己 的作业 ；

Ｇ ｏａ ｌ６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ｈｏｗ ｔｏｌ ｅａｒｎ更关注环境污染

，
尤其是微生物在环境保护中 的应用

Ｌｅａｒｎｈｏｗ ｔｏ ｂｅ ａ ｂ ｅｔｔｅ 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ｃｈａｓｂｅ ｉｎ

ｇ
ａｂｌｅ ｔｏｏ ｒ

ｇ
ａｎ ｉｚ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

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

， 
ｔｅｘ ｔｂｏ ｏｋ ａｎｄ ｏｔｈｅ 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ｌｓｒｅ ｓ
ｐ
ｏ ｎｓ ｉｂ ｌ

ｙ
ａｎ ｄｃｏｍ

ｐ
ｌｅｔｅｔｈ ｅｉ ｒｏｗｎａｓｓ ｉ

ｇ
ｎｍ ｅｎ ｔ ｓ

；Ｐａｙｍｏ ｒｅａｔｔｅｎｔ
ｉｏｎｔｏ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

ｐ
ｏｌ ｌｕ ｔｉｏｎ

， ｅ ｓ
ｐ
ｅｃ ｉａ ｌ ｌ

ｙ
ｔｈｅ ａ

ｐ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ｍ ｉｃ ｒｏｏｒ

ｇ
ａｎｉｓｍ ｓ ｉｎ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

ｐ
ｒｏｔｅｃ ｔｉ ｏｎ

表 ２ 微生物学课程 的学 习 活动

Ｔａｂ ｌｅ ２Ｔｈｅ ｌｅａ ｒｎｉｎ
ｇ 
ａ ｃｔｉｖｉ

ｔ
ｉｅｓｏ ｆＭ 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ｙ

学习 活动

Ｌ ｅａｒｎｉｎ
ｇ
ａｃｔ ｉｖ ｉｔｉ ｅ ｓ

特点

Ｃｈ ａｒａｃ ｔｅ ｒ ｉｓｔ ｉｃ ｓ

对应表 １ 中的课程学习 目标

Ｃｏｒｒｅ ｓ
ｐ
ｏｎｄ ｉｎ

ｇ

ｔｏ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ｌ ｅａｒｎｉｎ
ｇｇ

ｏａ ｌｓｉ ｎＴａｂ ｌｅ １

讲授 理论结合实际
，
微生物生活化 目标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Ｐ 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Ｔ ｈｅｏｒ
ｙ
ｃｏｍｂｉｎ ｅｄｗｉｔｈ

ｐ
ｒａｃ ｔｉ ｃｅ Ｇｏａ ｌ ｓ１

，
２

，３ ，
４

，５ ，
６

独立学习 注重个人建构 目标 １ 、
２

、
３
、

６

Ｉｎ ｄｅ
ｐ
ｅｎ 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 ｎ

ｇ
Ｐａ

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 ｏｎｔｏ

ｐ
ｅ ｒｓｏｎ ａ 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 ｎ Ｇｏａ ｌ ｓ１

，
２

，３ ， ６

讨论 注重社会建构 目标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Ｄ ｉｓｃｕｓ ｓ ｉｏｎ Ｐａ
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 ｏｎｔｏｓ ｏｃ ｉａ 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ｉ ｏｎ Ｇｏａ ｌ ｓ１
，
２

，３ ，
４

，５ ，
６

反思报告 自我思考 目标 ４ 、 ５ 、 ６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ｉｏｎ ｒｅ
ｐ
ｏｒｔ Ｓｅ ｌ ｆ 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 ｏｎ Ｇｏａ ｌ ｓ ４

，５ ，６

深度学习 合作学习 目标 ４ 、 ５ 、 ６

Ｄ ｅｅ
ｐ

ｌ ｅａｒｎ ｉｎ
ｇ Ｃｏ ｏ

ｐ
ｅ ｒａｔ ｉｖｅ ｌ ｅａｒｎｉｎ

ｇ Ｇｏａ ｌ ｓ
４

，５ ，６

独立学习 、 完成作业 、 讨论等活动 ，
本意在

于培养学生批评性思维 ， 锻炼怎样创造性地应用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３
．
２

．
４ 深度学习

鼓励学生 ２人一组 ， 课后合作完成全班交流后

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 没有定论或者有争议的问

题 ， 进行深人探索 。 这
一

活动重点在于培养学生

如何获取资料 、 如何合作学习 、 如何展示成果 ， 重

在培养学习能力 。

３
．
２

．
５ 反思报告

通过 学生 的 学 习 反思
， 引 导学 生 剖析 自

己
， 改变对 自 我和他人的看法 ，

以及增强终身学

习 的 意识等 。 教师针对反思报告与学生一一交

流 。 同 时在教学 中增加教师分享内容 ， 目 的是引

导学生学会思考 。 在设计教学活动时 ， 始终考虑

到与学习 目标的
一

致性对应 。

３ ． ３ 学 习 测评

测评方式主要是形成性评价 、 总结性评价两

Ｔｅ ｌ ：０ １ ０
－６４ ８０７５ １ １

；

Ｅ
－ｍａ ｉ ｌ ：ｔｏｎ

ｇ
ｂａｏ＠ ｉｍ ． ａｃ ． ｃ ｎ

；

ｈ ｔｔ
ｐ

：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 ｓ ． ｉｍ ． ａｃ ． ｃｎ ／ｗｓｗｘｔｂ ｃ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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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要类型 （表 ３
） ， 作业评价量规见表 ４ 。 其中 日

常作业 占比较大 ， 学生课后学习任务也增加 了 ，

不仅仅要复习课上学习 内 容 ， 完成读书笔记 ， 而

且要根据学习 内容提出 ３ 个问题 ，
并对 ３ 个问题深

人思考 。 这主要是为了锻炼学生提出 问题 、 查阅

文献解决问题的 能力 ，
也有意识地强化学 习 习

惯 ， 锻炼学生总结提炼学习 内容的能力 （系统化能

力
）
。 从以往学生反馈来看 ， 学生在课后大约需要

３
－

５ｈ 完成这部分作业 ， 个别学生花费 的时间更

多 。 可以说 ， 这对选课学生来说是
一

个挑战 。 我

们设计了 作业评价量表 ， 方便学生按要求完成

作业 。

４ 教学实施案例

总体教学组织按照课程设计内容进行 ， 这里

给 出几个针对学 习 目标而精心设计的实施案例 ，

供同行讨论 。

４ ． １ 巧妙 引导 ， 激发学习 热情

案例一希望在第一节课介绍教师的教学理

念 ， 建议该课程 的学 习 方法 ， 引导学生 自 我反

思
， 认识到本学期 （

三年级上学期 ）学 习的重要性 ，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

表 ３ 微生物学的学 习 测评方式

Ｔａｂ ｌｅ ３Ｔｈｅ ｌｅａ ｒｎｉｎ
ｇ 
ａ ｓｓｅ ｓｓｍ ｅｎｔｓｏｆ Ｍ ｉ ｃｒｏｂ ｉｏ ｌｏ

ｇｙ

测评方式 测评类型 权重 对应表 １ 中的课程学习 目标

Ａ ｓｓｅ 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 ｔｈｏｄ Ａｓ ｓｅ ｓｓｍ ｅｎ ｔ ｔ

ｙｐｅ Ｗｅ ｉ

ｇ
ｈｔ

（
％

）
Ｃｏｒｒｅ ｓ

ｐ
ｏｎ ｄｉｎ

ｇ

ｔｏｔｈｅ ｃｏｕｒ ｓ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ｇ

ｏａ ｌ ｓ ｉｎＴａｂ ｌｅ１

作业 形成性测评 ４ ５ 目标 １
，
２

， ３ ，
４

，５ ，６

Ｈ ｏｍｅｗｏ ｒｋ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ｖｅ ａｓ 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 Ｇ ｏａｌ ｓ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考勤 形成性测评 ５ 目标 ４ 和 ６

Ａｔｔｅｎｄ ａｎ 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ｖｅ ａｓ 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 Ｇ ｏａｌ ｓ４
，６

期末 总结性测评 ５０
目标 １

，

２
，
３

Ｔｅ ｒｍｉｎ ａ ｌ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ｉ ｏｎ Ｓｕｍｍａｔｉ ｖｅ ａｓｓｅ ｓ ｓｍｅｎｔ Ｇ ｏａｌ ｓ１
，
２

， 
３

表 ４ 作业评价量规

Ｔａｂ ｌｅ４Ｔｈ ｅｒｕｂｒｉ ｃ ｓｆｏ ｒｌｅａ ｒｎｉｎ
ｇ 

ａｓ ｓｅｓ ｓｍ ｅｎｔ ｓ

评价维度

Ａ ｓｓｅ ｓｓｍｅｎｔ ｄｉｍ ｅｎ ｓ ｉ ｏｎ

分数 （等级）

Ｓｃｏｒｅ
（ｇ

ｒａｄｅ
）

具体判定内容

Ｓ
ｐ
ｅｃ ｉｆｉ ｃ

 ｊ
ｕｄ

ｇ
ｍ ｅｎｔ ｃｏｎ ｔｅｎｔ

作业 ５
（优秀 ） 笔记完整 ：

“

亮闪闪
”

１ 点
，
是独立总结得来

；

“

考考你
”

３ 个问题
，
并提供思考要点

；

Ｈ ｏｍｅｗｏ ｒｋ ５
（
Ｅｘｃｅ ｌ ｌ ｅｎｔ

）

“

帮帮我
”

３ 个问题
，
需要有 自 己质疑的点

，
或 自 己的想法

Ｃｏｍ
ｐ

ｌ ｅｔｅｎ ｏｔｅ ：Ｉｎ ｃ ｌｕｄ ｉｎ
ｇ

１ｂｉ

ｇｇ
ｅ ｓｔ

ｇ
ａ ｉｎ

，３ｑ
ｕ ｅｓｔ ｉｏｎ ｓ ｕ 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ａ ｌ ｌｅ

ｇ
ｉｎ
ｇ
ｏｔｈｅ ｒｓ

， ３ｑ
ｕｅ ｓｔ ｉｏｎ ｓ

ｔｈａｔｎ ｅｅｄｈ ｅ ｌ

ｐ，

ｂｕ ｔｗ ｉｔｈｏｗｎｔｈｏｕ

ｇ
ｈｔ ｓ

４
（良好 ） 笔记完整 ：

“

亮闪闪
” “

考考你
” “

帮帮我
”

， 问题不够 ， 或没有思考要点

４
 （
Ｇｏｏ ｄ

）
Ｃｏｍ

ｐ
ｌ ｅｔｅｎ ｏｔｅ ：Ｉｎ ｃ ｌｕｄ ｉｎ

ｇ
１
ｇ

ａ ｉｎａｎ ｄｓｏｍｅ
ｑ
ｕ ｅ ｓｔｉｏｎ

，

ｂｕｔ ｎ ｏｏｗｎｔｈｏｕ

ｇ
ｈｔ ｓ

３
（合格 ） 笔记简单 ：

“

亮闪闪
” “

考考你
” “

帮帮我
”

，
问题不够

，
或没有思考要点

３
（Ｑｕａ ｌ ｉ ｆｉｅｄ

）
Ｓ ｉｍ

ｐ
ｌ ｅｎ ｏｔｅ ：Ｌｅ ｓｓ

ｑ
ｕｅ ｓｔｉ ｏｎ ｓａｎ ｄｗｉ ｔｈｎ ｏｔｈｏｕ

ｇ
ｈ ｔｓ

０
（
０
） 未提交 

Ｎｏｔ ｓｕｂｍｉｔｔ ｅｄ

考勤 ５ 不迟到 、 不早退
，
不缺课

Ａｔｔｅｎｄ ａｎ 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５

Ｎｏｌａｔｅ
，
ｎ ｏｅａｒｌ

ｙ
ｌ ｅａｖ ｅ

，
ｎ ｏａｂｓ ｅｎ ｃｅ

３ 不缺课
，
但是有时迟到或早退累计 ２次

３
Ｎｏａｂ ｓｅｎｃｅ

， 
ｂｕｔ ｌａｔｅｏｒｌｅａｖｅ ｅａｒ ｌ

ｙ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 ｉｖ ｅｌ

ｙ 
ｔｗｉｃｅ

０ 无故缺勤 １ 次 ， 或迟到早退累计 ２ 次
０

Ｏｎ ｅｔ ｉｍ ｅ ｏｆ ａｂｓ 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 ｔｒｅａｓｏｎ
，
ｏｒ ｔｗｏｔｉｍｅ ｓｏ ｆｂ ｅ ｉｎ

ｇ
ｌａｔｅ ａｎｄｌ ｅａｖ ｉｎ

ｇ
ｅａｒ ｌ

ｙ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 ｖｅ ｌ

ｙ

期末 百分制 根据试卷参考答案批阅

Ｔｅ ｒｍｉｎ ａ ｌ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ｉ ｏｎ Ｐｅ ｒｃｅｎ ｔ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
ｇ

ｔｏｔｈ ｅ ｒｅｆｅ ｒｅｎ ｃｅ ａｎ ｓｗｅ 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ｅ ｓｔ
ｐ

ａ
ｐ
ｅｒ

Ｔｅ ｌ ：０ １ ０
－６４８０７５ １ １

；

Ｅ
－ ｍａ ｉ ｌ ： ｔｏｎ

ｇ
ｂ ａｏ＠ ｉｍ ． ａｃ ． ｃ ｎ

；

ｈｔｔ
ｐ

： ／／
ｊ
ｏ ｕｒ ｎａ ｌｓ ． ｉｍ ． ａｃ ． ｃ ｎ／ｗｓｗｘ ｔｂ ｃ ｎ



刘明秋奪 基于
８
以学为中心

”

的微生物学课程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１ １ ０５

学习 目标是
； （

１
） 认识到本学翻学习 的重 ．要

性 ； （
２

）了解本课程学习 ■标 、 学习方法 、 作业的

重栗性 （学会学习 ） ； ⑶ 理解教卿
‘

以学为中心
”

的

教軸念 （人性维度一 ？了解他人 ） ； （
４
）
客观分析 ．

己的现状 、 设定学习 目 标、 思考未来的自Ｈ （人性

维度——了解 自己 ）
＆

学万活动包括 ： （
１ ） 教师课堂讲解 ， 板书

“

这学

期
，
我们

一起学习 《微生物学 教师依次解析 ：

１
） 本学期的童粟性 ： 大学生活过半 学生们已经

经过了大
一

新生的新鲜感 ，
习惯了大学生活的节

奏 ， 大岂进入专食课学习 密集期 ， 开始思考未来

的选择 ， 所以本学期的学习将对 ２年后的发展方向

有重要的意义 〇２） 我耵一起 ： 我是谁 ？ 熏点介绍

我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 教学的最终 目标是学

注葛庄受益 ， 生的长远发展有帮助 ， 因此也

希望教师与学生的密切合作 ３
） 怎样

＆

学为， 通

过和学生
一起听罗振宇的

“

怎样高效读书
”

的 １ｍ ｉｎ

语膏 ， 让学生明 ６ ＃
“

看见
”

与
“

观察，区别 ， 明 ６

“

有效的学习不仅仅是接受信息 ， 而是接受的信息

要与原有的信息对接、 学习 中最好的对接方式是

“

输出 ？ 比如把学到的东西给别人讲
一

遍
”

３ 短短的

一

段话涵盖了 我们对学生的要求 ｉ 上课认寘听 、

思考４ 提出 问题 、 讨论、 答疑 ｉ甚思考 ａ 这也是

本课程采用
Ｋ

对分课堂
”

的主要环节 ４
） 微生物 ：

开始介绍微生物学的
“

绪论
”

内容 （
２

）？概念检

査＜
选择题）

。
（
３

） 学生课后作业 ：
完成

“

绪论
”

部分

读书笔记 ； 撰写个人反思报告 （
以住学习成绩 、 现

在学习状态 、 今后的打算 、 对微生物学感兴趣的

内睿等）。

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为 ： ⑴ 谋堂测评。 （
２
） 递交

个人反思报隹Ｎ 教师给予反馈 ， 但不评分 。 （
３

） 作

业打分 。 评价标准 ５分 （优秀 ） ，
４分 （ 良好 ） ， ３ 分 （合

格 ） ＞０ 分 （未交）
。

本案例 中 ，
教师首先明确 了敎學要求 、 教

學理念 ， 后期的教孥 活动容易得到 孿生支持 ，

學生的反思报告帮助教 师了解孿生 背 ；ｉ ， 尤萁

对学 石有困难的学生可 以 提供必要的支持 ， 为

后期师生交流奠定基础 。

４ ． ２ 理论联系实践 ， 激发学 习兴趣

案例二介绍了 教师 自 ａ认识地皮菜的亲身经

．

历
，
通过将微生物知识生活化 ， 改变对理论知识

的枯燥讲授 ， 激发孝习兴趣 《

学习 目标是 ： （
１
） 能够熟练表述蓝细菌与寘菌

的主襄区别（核心知识：Ｕ（
２

） 能够疋确识别蓝细菌

的代表性全物 ， 避免与地衣等原核微生物与真核

微生物的共生体混淆 （学以致用） Ｐ（
３

） 希蟹学生将

所学到 的东西与 自 ３ 的生活相联系 ，
更关注身边

的微生物 ， 引起学生对生活 、 对大 自然的关法 ｃ＃

趣情怀 ） ｓ

学习活动包括 ： 课堂讲授、 课后独寬学习 、 课１

后作业和课索讨论 。 这里主要说明讲授环节教师

的引导 。

具体设计 ： 在讲授原核微生物 形态和结构

时 ， 介绍 自 己的亲身经历 ， 给学生展示从校园 中

发现 、 采集的微生物 （地皮菜——念珠蓝细菌）
、 風

微镜 观察地皮 菜的结 构 、 做 成 的地皮 菜美食

（图 ２
） ，

． 用鲜活的实践活动说明教材中枯燥的文事

图片 ａ

同时 ， 进一步引 申出 地虞業 、 蓦仙米 、 地衣

的ｇ别 ， 展示 ｇａ 制作的地衣显微〔结构照片（未提

供）进行拓展学习 ， ｉ土学朱攀握地衣是蓝细菌与真

藺维共 体 ， 绪抅复杂 ， 的地方＆

掌握念珠蓝细菌是具有异形胞的不分枝丝状细胞

Ｍ鶸ｆｎｙｆｌＮＬ１

图 ２ 念珠蓝细菌及其显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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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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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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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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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ｔ 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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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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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０６ 微生物学通报 Ｍｉｃｒｏｂ ｉｏｌ ． Ｃｈｉｎａ

串 ，
以 菌丝断裂和静息孢子萌发进行繁殖 。 掌握

异形胞的形态 ， 其存在于细胞链中 间或末端 ， 有

固氮作用 。

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为 ：

（
１
）
概念辨析 ： 期末测

试中涉及异形胞的概念题或蓝细菌和地衣的辨析

题
， 检验学生学 习情况 （总结性评价）

。
（
２

） 根据学

生提交的作业给出平时成绩 （形成性评价） 。

值得欣慰的是 ，

一

段时间 以后 ，
有学生在班

级群里说 ：

“

老师 ， 南区单杠草坪也有地皮菜 ！
”

通

过这个教学设计 ， 学生不仅可以 掌握蓝细菌与地

衣的结构特点 ， 学会鉴别蓝细菌和地衣群体 ，
还

激发了学生对身边微生物的关注和好奇心 ，
也培养

了学生对生物的兴趣 。

４ ． ３
“

我说你听
”

， 学会提问 ， 促进交流合作

案例三鼓励学生 自 己提出 问题 、 尝试解决问

题
， 锻炼合作 、 沟通的能力 ，

也希望发掘学生的 自

我认知能力 ， 能够正确评价别人 、 评价 自 己 。

学习 目标是 ： （
１
） 能够甄别有意义的科学问

题
，
并且学习寻找相关资源 ，

尝试解决问题 （学会

学习 ）
。

（
２
） 清晰阐述 自 己关注的问题 ， 与小组 同

学交流 （学以致用 ） 。 （
３
） 能够查阅与问题相关的资

料 ， 与同伴有效合作 ， 对问题予 以较为合理的解

答 （学会学习 ， 人性维度 ） 。

学习活动包括 ： （
１
） 选择感兴趣的问题 ： 要求

每位学生反思 自 己作业中提出 的问题 （每次作业提

出 ３ 个问题 ，

一学期 １０ 次作业） ， 选择出 ２
－

３ 个依

然有意愿深人探索的问题 。
（
２
）
小组讨论 ：

４ 人
一

组
， 交流 、 凝练出 ４个问题 ， 尝试用简明 、 科学的

语言清晰表述 。
（
３
） 全班交流 ： 每人公布 １ 个问

题
， 寻找和 自 己有共同兴趣的 同学 ， 合作完成

“

我

说你听
”

的视频讲解作业 ， 视频时长 ５
－

７ｍｍ 。

对学生的学习测评 ： （
１
） 同学互评 ： 每位学生

评价 ２ 份作业 。 要求 ： 写 出被评作业中 的 ３ 个亮

点
；
找出 自 己作业中 的 ３ 点需要改进的地方

；
在规

定时 间 内交作业 。 （
２
） 教师评价 ： 对视频作业打

分 。 评价标准 ５ 分
（
优秀 ） ，

４ 分
（良好 ） ，

３ 分
（
合

格 ） ，

〇分 （
不提交）

。

后期学生反馈中提到 ，

“

我原本特别不理解
‘

大

肆夸奖
’

别人的行为 ， 但是通过合作学习 ， 发现 自

己也会高度评价别人 （
同伴

）

”

。 这是本案例设计的
一

个初衷 ，
也是情感教育的

一

方面 。

５ 教学效果分析

课程结束
一年后 ， 我们设计了问卷 ， 通过学

生反馈评估教学改革的效果 。 问卷包含 １０ 个问

题
，
其中 ９ 个选择题 ，

１ 个主观题 。 根据课程学习

目标的 ６ 个方面描述了 
９ 个问题 ， 请学生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认为 自 己已经获得
“

有意义学习
”

的程度 。

评价分为 １
－６ 个选项 ，

６ 代表
“

非常同意
”

，

１ 代表
“

强

烈不同意
”

。 最后要求学生写出学 习感受 。 这 ９ 个

问题分别关于核心知识 、 学 以致用 、 触类旁通 、

人性维度 （了解 自 己 ） 、 人性维度 （
理解他人 ） 、 志趣

情怀 、 学会学 习 （学习方法 ）
、 学会学习 （

创造知识 ）

和学会学习 （继续学 习 ） 。 比如 ： 课程结束后 ， 我学

会了 以特定的方式查询 、 构建知识 ；

一

方面可 以

通过个人 自 主学 习查阅我遇到 的问题 ， 另一方面

我会在集体讨论中积极发言 、 努力倾听 同伴或老

师的发言 ； 我能够在学 习过程中不断修正 自 己 的

知识架构等 ， 我认为 自 己 已经获得了
“

构建知识
”

方

面的有意义的学习 。 第 １０ 题是１青写出在本学期学

习过程中 ２ 点最主要的收获或感受
”

。

５ ． １ 学 习 目标总体达成情况

本次班级选课人数 ３５ 人 ， 回收问卷 ３ １ 份 ， 回

收率 ８ ８
．

６％。 图 ３ 汇总了每个学习 目标中学生对 目

标是否达成的认可度 ， 从中可 以看出仅有 ４位学生

选择
“

不 同意
”

和
“

强烈不同意
”

， 认为 自 己没有获得

在核心知识 、 学以致用 、 人性维度 （了解 自 己
）和学

会学习 （学习方法）这 ４ 个方面有意义的学习 。 绝大

多数学生认为 自 己在 ６ 个维度的 ９ 个方面获得了不

同程度有意义的学 习 ， 尤其以
“

同意
”

和
“

非常同意
”

占多数 。 这
一

结果说明 ： 课程的确成功促进 了有

意义学习 ， 课程改革初见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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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学生对有 意义学 习 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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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横坐标数值 ：
１

： 强烈不同意 ；
２

： 不同意 ；
３

： 不太同意 ；
４

： 有点 同意 ；
５

： 同意 ；
６

： 非常同意 ． 纵坐标表示 ３ １ 人中选择某

一

选项的频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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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ｔｉ ｏｎ ｉ
ｎ３ １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５ ． ２ 各维度学 习 目标达成情况

赫次教学改革 ９ 个攀习 目标中ｍ和
“

＿常同意
”

为统计标准 ， 学生对
＂

自已 Ｂ经达成 ６ 个

维度学习目标的认同度在 ６４％－

８７％之间
（
图 ４

） ， 其

中
《

人性维度
”

中的
“

了解 自 已
８５

學 习 目标认同度最

高 ， 达到 ８７％ ； 对是否达到
“

核心知识
”

这一学习 ｇ

标 ， 学生认同度为 ８ １％
， 接下来依次是

“

触类旁通
”

“

人性维度一理解他人
”

和
“

学会学习——创造知

识
”

， 这说明在学习 目标达成上有区分度 ， 这与教

学活动和教学模式有关．《 对分课堂模式 中 ，
课后

作业 、 谋堂讲授对促进
“

核心知识
”

和
“

触类旁通
”

的

學５ 目标有帮 ，助 组讨论
”

有助于孿生了解 自Ｂ

的优点和不足 ， 促进理解他人的莩习 目标 ｅ
Ｋ

创造

知识 目标的达成 ， 与作业中要求荸生提问 、 思 ．

考 ， 鼓励学生锻炼批判性思维有关。

５ ． ３ 学生主观收获

问卷中要求学生写 出本门课程的 ２ 点最主要

的收義或感受 ，

３ １ 人中有 １９人给予反馈 ＆ 从反馈

中可以着出 ， 在本次教学改革中孛生不仅获得了

核心知识 ，
还在學习过程中了解 了队友 、， 认识到

“

微生物学在生物学发展中起着童要作用 ； 思維导

图对孿习有重要帮助作用＇ 吏认识到独立．思考以

及主动学习 的重要性％ 在学巧方法上 ， 还能将思

维导 ：國梳理思路的方法运用到后来的学习中 （
开题

报告

词频分析 （Ｍ５ ）
可以看出 ， 學生描述最多的是

思维和导图 ，
Ｍ为学生被鼓励采用思维导Ｗ来整

理学习 内容 ， 更容易掌 ：握主体框架 ，
该争习方法

得到 ｒ擎生认可 释 第二类关键词是
ｗ学会％

ｓ

哮

习”

与
１

＇

哮会
”

是两个概念 ，

“

以学为中 心
”

更关注学

：生是杏学会了什么 ， 而不是学习了什么 （教师教了

什么
Ｍ

学会
”

体现丁学生在课程结束一年后仍然

擘握 的 内容 ，

而且今启还会 继续对学生产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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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９ 个学 习 目 标中 同意及非常 同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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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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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学生主观反馈词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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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产生了 
３ 个观点 ： 课程的确成功促进

了有意义学习 ； 学生清楚意识到该课程不 同于其

他课程 ；
根据第一次实施后评估反馈看 ， 该课程

有望在将来变得更好 。

６ 结语

本次课程实践重点在于落实
“

以学为中心
”

教学

理念 ，
课程设计中体现

“

以学生为 中心 、 以学习 为

中心 、 以学生 的发展为 中心
”

。 通过重新修订学习

目标 ， 使之涵盖思想 、 情感 、 价值等 以 往忽 略

的 目 标 ， 通过与学 习 目 标 匹配的 学习 活动引导

学生 ， 通过相应的学习测评评价学习效果 。

本次课程设计的初步结果说明 ， 课程再设计

取得了
一

定效果 。 在课程结束
一

年以后 ， 学生仍

然能够反馈课程学习 的收获 ， 这本身就说明该课

程对学生产生 了 比较有意义的影响 ， 体现 了
“

以学

为 中心
”

的教学理念 。 但实践中 还有很多不足之

处 ， 在后续的教学中将不断拓展学习活 动和测评

方式 ，
以促进学习 目标的实现 。

致谢 ： 感谢 ２０ １ ８ 秋季 学期复旦生科院微生物 学
〇 １ 班全体学生的 支持 ； 感谢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

展中 心对本项 目 的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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