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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位 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张海杰，孙志宏，邓振山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传统的实验教学忽略了教育的社会属性，所学的知识和技术脱离学生当下生活需要。为改变这一现状，构
建了基于学生本位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并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
四个方面展示了这一模式的实践应用方法，阐释了这一模式构建的意义。通过５年的实践应用证明了这一模式具
有很高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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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下的微生物实验教学重视科技的理性价值，

忽视了科技的人文和社会价值，导致好多实验内容

仍然是梯度性地走向高精尖而非广泛性地走向大众

化和生活化，不能激发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

于学生感悟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掌握

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鉴于此，构建了学生本位

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该模式立足于学生的生
活背景，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展开点让学生自主

地进行微生物实验的选择、设计和实施，灵活地进行

实验成果共享，科学多元地进行实验成果评价。这

种模式让学生熟练掌握微生物实验基本技能和基础

知识的同时提升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综合素质，在

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激发了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使科学、技术教育服务于大众的科学素养、价值、

态度和道德的和谐发展［１］。

２　学生本位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的构建

ＳＴＳ即科学、技术和社会（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ＴＳ教育是为了研究如何把科学技术
和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教育［２］，强调从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出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升学生科学和人文社会的双重素养。

学生本位的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即学生
在完成微生物基础性实验之后，在整个社会情境中

自主选取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化的实验项目，在指导

老师的帮助下设计、实施与完成实验项目，并通过开

放和民主的形式进行实验成果评价和共享。

该模式具体的构建形式如图１所示，在学生掌
握了基本的实验原理和熟练了基础性实验的操作技

能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点，选择与时俱进和开放的社

会项目进行实验。实验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在小组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共同合作设

计出科学和可行的实验方案，并协同完成所选的实

验项目。最后通过投票形式决定实验成果分享方式

（学生课堂讲课或者信息平台自主下载）。通过这

些形式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亲身感悟科学、

技术和社会生产间的内在联系。

图１　学生本位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

３　学生本位 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应用
方法

３１　确立大众多元的微生物实验教学目标
大众多元的教学目标指告别重精英培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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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调

动大部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

中获得未来作为一个高素质公民该有的知识、态度、

情感和技能。

目前实验教学目标多游离于文化价值与社会价

值之外［３］，教学目标实现与否的衡量标准是大部分

学生能成功地做出课本设定的实验项目，这种教学

目标的设定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本位

的ＳＴＳ实验教学模式以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为背
景，大众而普遍的议题很好地激发了生物科学专业

本科生学习微生物实验的内在动机，大部分学生都

积极主动的把微生物学实验中的理论与技术向生活

和生产的实践中进行迁移，学会在科技应用过程中

很好的把握了分寸，提升了整体的科技素养。而且

这种教学模式在教学实施、内容选择、管理和评价等

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提升了学生的

综合素质，如学生自学能力、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

力、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

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４］。

３２　选择生动实用的微生物实验内容
生动实用的微生物实验内容指学生选择具有本

土特征或时代特色的生活化和生产化的内容作为微

生物实验项目，使微生物实验教学系统不断吸收新

鲜的素材，加强系统本身的活力。

表１　２０１１级生物科学学生选择的实验项目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特殊说明

１ 泡菜的制作及亚硝酸盐

的检测

延安本地有腌渍泡菜的

传统习惯

２
以药渣为主要成分的培

养基对平菇生长的影响

研究

利用延安制药公司的废

料为当地菇农提供生产

平菇的原料

３ 陕北粉条加工废弃物中

产淀粉酶的菌株筛选

粉条加工为陕北的主导

产业

４ 葡萄酒的制备及酿酒酵

母菌的筛选
与当地葡萄种植结合

表１中列举了本校２０１１级生物科学学生选择
的实验项目，实验内容从延安本地的资源优势出发，

以ＳＴＳ的理论视角来理解和分析［５］延安市内生产

与生活中的科技和社会问题，让学生对于微生物科

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学习获得生动、具体地感性支

撑，同时也让当地相应的社会问题获得应有的关注

和科学指导。例如“泡菜的制作及亚硝酸盐的检

测”项目就是基于延安本地有腌渍泡菜的传统，实

验过程也是学生生活的片段，很多学生可以向长辈

请教腌制的工艺，同时可以检测亚硝酸盐含量，从而

进一步改善工艺，让这一饮食习惯对人体造成的伤

害最小。随着学生探究的逐步深入，学生在实验过

程中能感受到微生物知识在解决实际生产与生活问

题、恢复生态环境和优化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重要性，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对微生物学知识的探

索欲望。

３３　构建高效开放的实验教学方法
高效开放的实验教学方法旨在保持实验教学效

率和效果的同时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形式［６］。

学生本位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强调小组合
作完成实验项目，并且项目完成后让学生负责讲解

自己的实验项目，是典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对学生进行异质分组，按能力和兴趣优势分配

角色和任务，小组成员协作完成实验的设计和实施，

最后按照图２所示的成果评价共享方式进行授课与
学习。实验成功的各个小组将实验项目相关信息上

传到事先建立的信息平台（可以是ＱＱ群、公共邮箱
等）。由全体学生按兴趣进行投票，对项目的兴趣

度进行排名。选出的前几名大家都喜欢的实验内

容，由项目小组讲解负责人对实验所涉及的理论知

识、技术方案和实验结果进行讲解授课，其他小组学

生学习并对授课内容提质疑；对于仅有少数学生感

兴趣的项目，喜欢的学生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下载相

应的实验项目讲解视频。这种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

的高效性和开放性。

图２　基于学生本位的实验成果共享方式

３４　形成合理激励的评价体系
合理激励的评价体系是指评价不只是注重实验

和测试的结果，还要注重实验的过程和学生间的配

合等，多层次多角度科学公正地进行评价，从而使评

价有利于激发学生参与的内在动机。

基于学生本位的ＳＴＳ实验教学模式评价的内容
包含三方面：实验报告、小组连坐成果、期末试卷成

绩，并且为三个评价内容赋予合理的权重。其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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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表现连作评价包括信息平台上小组项目受欢迎的

投票排名和项目完成情况两个方面。

４　实施效果评估

４１　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检测２０１１级学生对这一
实验教学模式的态度

为了解学生对这一模式的教学形式和内容的态

度，与教育学院老师合作制作了里克特五级量表对

学生进行调查。量表由９个题目组成，采用５级里
克特量表的形式（非常同意、比较同意、同意、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分别对应为１～５分）均为正向题。
２０１１级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人数为１００人，群体量
表总分均值为３８１９６５，标准差为５１２００５。以３×９
＝２７为零假设Ｈ０，用ＳＰＳＳ进行单样本ｔ检验，量表
总分均值与零假设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ｔ＝
１５５６２，Ｐ＜０００１），说明学生对此生物实验教学模
式持积极态度。

４２　５年内采用基于学生本位的 ＳＴＳ微生物实验
教学模式取得的教学成果

表２为５年内实施此教学模式取得的教学成
果，在择业和深造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这种实验模式

教育出来的很多大学生对微生物学专业知识和技能

有较强的学习兴趣。研究成果、论文、获奖情况和考

研状况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这一模式开阔了学生的

视野，提升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创新性思维。

所以这种模式对于大学生成功从事微生物方向科研

和就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表２　基于学生本位ＳＴＳ微生物实验教学模式教学成果

评估元素 成　　果

学生发表论文 １２篇

获奖情况 延安市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学生创新实验的研究
成果

国家发明专利２项

考研情况
考取中科院、“９８５”和“２１１”微生物专
业３２名

就业情况
从事微生物相关专业的学生占总毕业
人数的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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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７页）必要的专业挫折感，加之当前医护
患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新生代护理人员自身生长

环境较为优越，这就势必导致了护理人员显性流失

的增加。

整体护理是随着医学科学进步而衍生出来的一

种符合现代护理观念的理论模式，不仅能极好地满

足病患者的身心需求，还能极好地体现“人性化”护

理服务理念。随着我国医药卫生改革健康需求的扩

大，护理专业面临的挑战和良好的机遇，在吸取国外

经验的同时，更要联系实际，寻求和创建适合我国国

情的整体护理工作模式［６］。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用

系统的、整体的方法来进行临床护理实践、护理管

理、护理教育的改革，这才是应用和实践整体护理的

根本所在。整体护理的临床实践不仅是护理学科的

观念转变，也是医院乃至整个医疗机构应对社会作

出的慎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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