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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兽医微生物学是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学等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与畜牧业生产和人类日常生活有着紧密关系 

，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后续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 基于思政教学、知识与能力教学的导向目标，

改进兽医微生物学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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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分析

微生物既是人类和动物的敌人 , 更是人类和动物的朋

友。无论我们人类认识或者未曾认识，微生物就已经在远古

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且生生不息，在天，在地，在海，无论

我们人类喜欢或者不喜欢微生物，微生物一直和我们人类在

一起，或有益或有害，这就是微生物，一个难以认识的世界，

人类肉眼看不见或看不清的微小生命 [1,2]。 

微生物学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人类对微生物的认

识和应用过程中形成的学科，而且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深入，

不断拓展过程。我们从显微镜下发现微生物到对微生物发酵

的认识，从赫克对病原微生物的认识，到现在对微生物多样

性和微生物学的认识，从细胞结构组成，微生物全基因组信

息的认识，可以看到微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进

步的重大贡献。而且它还会在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方面不断

产生新的影响，我们的微生物学课程，就是要学习微生物的

形态、结构、营养和生长代谢，育种，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这

几个方面的知识 [1,2]。

《兽医微生物学》作为高等农业院校兽医公共卫生学、

动物医学等专业的核心课程，系统阐述了微生物学的基础理

论与应用实践。课程内容涵盖微生物的发现历程及学科发展

史，重点解析原核微生物、病毒及真核微生物三大类群的形

态结构特征及其生物学功能。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微生物

的营养代谢、生长繁殖规律、生态分布特性，以及微生物遗

传育种技术与菌种保藏方法。

本课程以动物健康相关微生物为核心研究对象，着重

构建病原微生物的知识体系。教学内容包括病原微生物（代

表种）的形态学特征、生态分布规律、培养特性、遗传变异

机制、致病机理、抗原特性、耐药性及其分子基础。同时，

系统讲授病原微生物所致疾病的诊断技术原理与防治策略，

培养学生运用微生物学理论解决动物疫病防控实际问题的

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兽医微生物学的核心

知识体系，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学生应掌握微生物培养技术、生长规律、控制方法及

遗传改造手段，了解微生物培养的基本方法及其在工农业、

医学、环境等领域的应用，认识微生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中

的重要作用。强调对基本概念的正确掌握和对应用、分析能

力的积极培养，以及应用这些概念来控制和防制动物疾病，

人畜共患病，保护公共健康。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抗感染及防

疫意识，具备维护动物健康、保障动物生产及畜产品安全的

基本能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预防和控制动

物疾病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理解兽医公共卫生微生物学在保

护公共健康和动物健康方面的重要性，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兽

医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学习此课程以前，学生已经

掌握了必要的数学、物理、化学、动物解剖、动物生理及动

物生物化学的知识。本课程学习也为兽医免疫学、动物流行

病学、动物传染病学、兽医生物制品学的学习奠定基础。 

2 思政教学目标 

2.1 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我国微生物利用史源远流长，考古证据显示，早在新

石器时代早期（约 8000 年前）已出现酿酒活动，四川新都

县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生动再现了古代酿酒作坊的场景。在疾

病预防领域，唐代已开创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这一创举使

我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采用人工免疫方法防治传染病的

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猪瘟兔化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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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C 株），该疫苗株具有安全性高、免疫原性强的特点，

在全球猪瘟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我国在兽医微生

物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这可以让兽医学科的大学本科生知晓

祖国在利用微生物进行生产实践和疫病预防方面所做的贡

献，并更加坚定对党和祖国的“四个自信”和对中华民族传

统的自豪感，更加坚定地坚守中华民族之文化精神 [4,5]。

新中国诞生前，我国学者“沙眼之父”汤飞凡在战乱

中依旧坚持微生物研究，在极端困难的岁月和简陋的实验条

件下，创建了我国的生物制品事业，为我国微生物学、免疫

学和抗生素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7 年，中国

医学科学院病毒所 31 岁的顾方舟，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

研究工作。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1910 年末，东北肺鼠疫

大流行，他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在他竭力

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 

在讲授病毒学各论冠状病毒科时，可以联系到造成全球

新冠疫情的病原正是冠状病毒科的病毒成员 SARS- 2，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全党、全军和全

国人民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以“准战时”的领导

指挥体系和因时因势制定的战略策略，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

了坚强领导、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以此可以引导本学科学

生领悟到坚定“四个自信”、增强 “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维护”的重要性 [4,5]。

在讲授细菌学各论中的耶尔森菌属和弧菌属时，可结

合历史事实进行深入分析。二战期间，日本“731 部队”在

侵华战争中曾将鼠疫耶尔森菌和霍乱弧菌作为生物武器，这

一史实不仅揭示了微生物学的双重属性，也深刻反映了科技

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密切关联。通过这一案例，可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科技发展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近代中国因科技落后而

遭受侵略的历史教训表明，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国家综合实

力的重要指标。

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取

得长足进步，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新

时代的兽医微生物学专业人才，应当深刻认识到自身所肩负

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通过专业学习，不仅要掌握扎实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更要培养家国情怀，将个人发展融入

国家需求，为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防控人畜共患病、维

护国家生物安全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课程教学中，可将我国微生物学发展历程与爱国主义

教育有机结合。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微生物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与历史贡献，展现我国科学家在微生物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同时，可结合我国古代在微生物应用方面的智慧结晶，阐释

中华民族在微生物学领域的深厚积淀。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丰富专业知识传授的维度，更

能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我国在微生物学领域的历史地位和当

代贡献。通过具体案例的剖析，引导学生体会中华民族的创

造力和智慧，感受祖国科学文化的源远流长与辉煌成就。这

种浸润式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心，激发其投身科技强国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培

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专业人才奠定思想基础。

2.2 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

微生物与人类及动物健康、微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都渗透着生态学的理念。生态文明已纳入 我国《宪法》，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习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利用微生物技术来监测环境的污染程度，如根

据水体中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及其它病原菌的监

测，可以知道水体是否受到畜禽污染，根据一些指标评定水

体污染等级，确定水体是否适合畜禽及人类饮用。

在讲授细菌的生态时，在正常动物的体表或体内腔道

内的微生物构成正常微生物群，正常菌群的存在保持了机体

的微生态学平衡，同时维持了宿主的健康状态，这可以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山银山”理论、“建设美丽乡村”

总体要求来论述。在讲述细菌的特殊结构时，可将细菌质粒

携带耐药基因与抗生素的滥用联系起来，抗生素的滥用导致

多重耐药细菌（即“超级细菌”）的出现已经对人类生活产

生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从而告诫学生在现在和未来如何从

自身做起成为一名合格的兽医，共同把此类危害降到最低，

这同样也是响应中共中央倡导的“文明生态建设”[6]。 

微生物与环境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微生物在环境治

理及分解废弃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利用微生物发酵

来分解病死动物尸体及畜禽粪便，净化环境，保护环境。通

过课程学习，着力培养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使其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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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养殖场等场所能够规范操作。同时，引导学生树立生态文

明理念，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要将生态环保意

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贡献力量。

2.3 吃苦精神和科研精神

微生物分布广，种类多，各种极端环境都有微生物存在。

为适应极端环境，微生物调整自身的生存机制，同时也形成

一些特殊结构，躲避恶劣环境的伤害。如细菌芽孢在不良环

境中，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结构体。小小的细菌面

对不良恶劣环境，都能努力奋斗，而作为比微生物大上亿倍

的人类。我们更要有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向困难、向逆境

挑战的精神，提倡学生在逆境中个人奋斗的精神。极端环境

微生物的适应性进化是微生物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这类

微生物通过基因组水平转移、代谢途径重构及细胞结构修饰

等分子机制，在高温、高盐、强酸、强碱或高辐射等极端环

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存策略。研究表明，极端微生物的适应

性进化不仅为揭示早期生命起源与进化提供了关键证据，同

时也为理解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和生命的环境耐受极限

提供了重要研究模型。从系统发育学角度来看，极端微生物

在生物进化树上的分布特征，为重构生命进化历程提供了重

要线索。其独特的代谢途径和酶系统，不仅拓展了我们对生

命活动边界条件的认知，也为生物技术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

基因资源。因此，开展极端微生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意义：在基础研究层面，有助于阐明生命与环境协同

进化的分子机制；在应用层面，其特殊代谢产物和生物大分

子在工业生物技术、环境修复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作为微生物学专业人才，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

性，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培养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

识。通过深入研究极端微生物的适应机制，不仅能够推动学

科发展，更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提供

科学依据，体现科研工作的社会价值。这种将个人学术追求

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的研究取向，是当代微生物学工作者

应当秉持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 [7]。 

在讲授细菌学各论中的衣原体时，可重点介绍我国微

生物学奠基人之一汤飞凡院士的科研事迹。1956 年，汤飞

凡为验证沙眼病原体假说，突破传统研究方法，将分离培养

的沙眼衣原体接种于自身眼结膜，成功证实了该病原体的致

病性，这一开创性研究为沙眼防治奠定了重要基础。汤院士

的科研历程体现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献身真理的学术

精神，其研究成果不仅解决了困扰医学界半个多世纪的沙眼

病原学难题，更为我国微生物学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

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微生物学研究既需要扎实的理论

基础，更离不开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微生

物学学习者，应当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

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服务国家需求为己任。通过系统的

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培

养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为推进我国微生物学发展、保障

人民健康贡献力量。这种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战略需求

相结合的科研取向，是当代微生物学工作者应当秉持的学

术理念和社会责任。

2.4 素质目标 

在掌握微生物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学生从事一切与

微生物学有关的活动时，具备良好的学科素养。在掌握微生

物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对于从事与微生物相关的科研工作，

应具备良好的科研素养，严谨细致、勤奋专研、求真务实的

科研精神。从事与微生物相关的生产活动时，要具有良好的

职业素养，能规范、熟练运用微生物学的知识，科学规范化

的进行生产操作，时刻牢记一切活动为人类谋福利，为人类

谋幸福的思想。在从事与微生学相关的教学活动时，具备良

好的师德，树立学生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思想。 

在讲授狂犬病毒（Rabies virus）的致病机制及防控策略

时，可引入 2018 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狂犬病

疫苗造假事件作为典型案例。该事件中，涉事企业违反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通过编造生产记录、变更工艺

参数等手段生产不合格疫苗，导致疫苗效价严重不足。这种

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不仅使接种者无法获得有效免疫保护，

更严重损害了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信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通过剖析该事件，可从多个维度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首

先，从科学角度分析无效疫苗对个体免疫保护的影响，阐明

疫苗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其次，从伦理学角度探讨科研工作

者的社会责任，强调遵守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的必要性；最

后，从管理学视角审视药品监管体系的完善方向。这一案例

生动诠释了职业素养的多维内涵：扎实的专业知识（职业技

能）、严谨的工作态度（职业行为习惯）、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职业思想）以及坚守底线的道德操守（职业道德）。作

为未来的生物医药从业者，应当以此为鉴，在掌握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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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注重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要认识到，科学研究

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人类福祉，任何急功近利、违背科学伦理

的行为都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只有将专业技能与职业道

德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生物医药工作者，为

保障公共卫生安全贡献力量。

3 知识与能力教学目标 

3.1 知识目标 

通过兴趣和问题导向的理论课教学，使学生能理解兽

医微生物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原理，并具备从事感染性及毒

素中毒性疾病的微生物学诊断及防治的基本能力。具备理解

和描述细菌结构与特性的能力，和判别致病性原核微生物及

食源性病原微生物的能力，并能应用微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

手段对感染性疾病做出病原学诊断及防治。注重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使学生掌握微生物的形态结构、

营养、生理、代谢、生长方式和生长规律、遗传和变异、传

染和免疫、分类和鉴定以及微生物生态学等基础知识；使学

生了解微生物学的发展简史和微生物在工农业、医学、食品

卫生、环境保护和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中的重要应用；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微生物菌种分离和培养、染色和观察、菌

种选育、菌种保藏、以及有害微生物控制等基本微生物学实

验技术原理和方法 [8]。知识教学目标主要为： 

①了解微生物学的研究任务和微生物学发展史的代表

性人物及其重要成就，掌握微生物的概念、特点、种类、人

工控制方法及生态学意义；掌握微生物的概念、特点、种

类、分类地位和实验室人工控制方法；了解微生物学的研究

方法；理解微生物与动物乃至自然界的生态学关系，尤其是

正常菌群及肠道微生物与动物的共生关系；掌握原核生物与

真核生物、古生菌与真细菌的区别；理解生物安全、SPF 动

物和抗菌化学药物的应用价值；掌握噬菌体的特性和应用。

具备正确描述微生物特性、理解微生物与动物健康关系的能

力，并掌握基本的微生物控制方法。 

②能正确描述细菌等原核生物的微生物特征、分类和

致病机制，掌握感染性疾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方法和防治原

则，了解重要致病菌的生物学特性和致病性，熟悉食品及饲

料的常用发酵微生物和致病微生物。掌握细菌的基本结构与

特殊结构的组成和功能、染色镜检方法、人工培养（计数）

及鉴定（分类）方法；理解细菌的代谢增殖规律、生存调节

机制、致病机制和耐药机制；掌握微生物的毒力致弱方法、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策略和防治原则；了解重要的常见致病

菌（布氏杆菌、结核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猪链球菌、

鼠疫杆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炭疽杆菌、

产气荚膜梭菌、嗜血杆菌、放线杆菌、气单胞菌、副溶血

弧菌等成员）和支原体等其他原核微生物的种类、突出特点、

危害及防治方法 [8]。

③掌握病毒及亚病病的特征、致病机制、变异机制及

疾病防治方法，理解病毒的形态结构和培养检测方法，了解

重要动物病毒及朊病毒的分类现状、特性与危害。掌握病毒

的形态结构、基本特征、化学组成、遗传变异、分类现状、

增殖规律和培养检测方法；理解病毒的致病机制和抗病毒药

物的作用机理；了解重要动物病毒（口蹄疫病毒、猪瘟病毒、

非洲猪瘟病毒、新城疫病毒、流感病毒、狂犬病病毒、伪狂

犬病病毒、犬瘟热病毒、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羊痘病

毒、冠状病毒、细小病毒、马立克病毒、禽白血病病毒、禽

腺病毒等成员）和朊病毒（疯牛病病毒）的特性、危害及防制。

具备依据动物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对病毒性疾病做出诊断和

防治的基本能力。 

④能正确描述酵母、霉菌等真菌微生物的特征、分类

和致病机制，掌握感染性真菌及其毒素的微生物学诊断方法

和防治原则，了解重要致病真菌的生物学特性和致病性，熟

悉食品及饲料的常见致病真菌及真菌毒素。了解酵母菌、乳

酸菌的培养特性及应用，掌握白色念珠菌、烟曲霉和黄曲霉

毒素的致病性、疾病诊断及控制方法，了解畜禽、蜜蜂、家蚕、

水产动物的霉菌病、及毒素中毒的防治原则，熟悉动物性食

品源性病原体的常见种类、致病性及检测方法，了解青贮饲

料和单细胞蛋白饲料的制备原理。具备理解和描述真菌结构

与特性的能力，和判别致病性真核微生物及食源性病原微生

物的能力，并能应用微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真菌病及

毒素中毒性疾病做出诊断及防治。

3.2 能力目标

微生物学课程以微生物为对象，从微生物的发现、微

生物学的建立及发展； 微生物三大类群（原核微生物、真

核微生物和病毒）的细胞结构和功能；微生物的营养；微生

物的代谢；微生物的生长代谢及其控制；微生物的遗传和变

异；微生物生态等方面讲述了微生物学的知识。通过微生物

的学习，让学生不仅要掌握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而且要将

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科学实验、教学实践及生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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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事与微生物相关领域的工作。通过对微生物的特点、

发展历程、杰出科学家的介绍、微生物类群、营养、代谢、 

生长、遗传变异和微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的讲解，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教学组织形式 

（1）教学组织形式

班级授课、多媒体、启发式、小组讨论法、互动参与

法 [9,10];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上资源：云南农业大学微

生物学线上课程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

1000068809/124749/18#tea chTeam）。 

（2）雨课堂、QQ、智慧树等线上资源（以云南农业

大学微生物学线上课程为主）布置学习任务和课前预习任

务，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很多知识点以案例式（辅助形式：小视频、动画）进行教学。

课程中还采用分组讨论式、启发式、自主学习式等多种教

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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