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制作人：王璠

课程名称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生物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第五学期

课程性质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课程总学时 48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是生物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程，对毕业要求

高支撑，其目的是使学生对发酵工业所涉及的微生物育种技术及其相应的遗传学

原理有深刻的认识。要求学生掌握微生物育种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包括诱变

育种、基因重组育种和基因工程育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工业微

生物遗传育种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基础上，构建生物工程技术人才全面的微生

物知识体系；同时，能够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分析工业微生物

育种和利用的可持续性。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微生物学领域伟大科学家的事迹

2.对应章节：第一章 绪论 第六节 微生物菌种选育的简史

3.课程讲次：1

三、案例教学目标

生物工业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是微生物学领域无数科学家智慧和汗水的结

晶。从在微生物学发展历程上彪炳史册的列文虎克、巴斯德和科赫等，到为我国

近代微生物学做出突出贡献的谢少文、戴芳澜等；从美国 Ricketts 医生为了研

究立克次氏体被感染而失去生命，到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为研究沙眼衣原体而冒着

失明的危险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这些伟大科学家的事迹，体现了感人的家国情

怀、忘我的科学精神和顽强拼搏的科研毅力。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爱国敬业、

崇尚科学和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



四、案例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与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及手段
学生活动及

设计意图

【新课导入】（10 分钟）

课程介绍，承接先导课程《微生物

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等，回顾微生物的概念，引出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涉及的对

象、范围、领域和所要学习的内容

演示法、讲授法、问答法

结合微生物菌种的概念，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微生

物菌种的特征、工业的产品形式等。

1.引导学生思考生活中的工业微生物菌种及其产

品。

2.引导学生思考和总结微生物菌种的基本特征。

学生掌握微

生物菌种的

概念和基本

特征。

一、微生物育种的遗传学原理（40

分钟）

1.微生物是遗传学研究中的明星

2.遗传物质的结构与功能

3.RNA 和蛋白质合成

4.基因表达规则

讲授法、问答法、提问法

结合遗传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讲述微生物在遗传

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遗传物质的结构与功能

遗传物质的确认和证实过程，化学本质，结构与

功能。

1.结合课前

预习，巩固

微生物学和

遗传学相关

知识。

2.通过讨论

分析激发学

生主动学习



2.RNA 和蛋白质合成、基因表达规则

针对提出问题进行小组讨论——体现团队协作

思辨能力

①DNA 作为遗传密码是怎样通过 RNA 和蛋白质

合成发挥作用的？不同的 RNA 承担的功能是否

有差异——辩证思维

②组成型表达和诱导型表达存在的条件是怎样

的，怎样分析某一基因的转录和翻译对应的表达

模式——探索分析

的积极性。

二、微生物遗传育种技术简介（10

分钟）

（一）诱变育种

（二）基因重组育种

案例法、讲授法

1.诱变育种的概念及案例。

1.学生深度

理解微生物

遗传育种技

术的内容。



2.基因重组育种概念和主要方法

2. 通 过 案

例，学生进

一步了解主

要育种技术

的 应 用 范

围。

三、微生物菌种选育简史

（一）自然选育技术的诞生与发展

（二）诱变育种技术的诞生与发展

（三）重组育种技术的诞生与发展

（四）重组 DNA 技术的诞生与发

讲授法、问答法、举例法 学生了解微

生物菌种选

育历史和科

学 家 的 贡

献，培养追



展 求真理和崇

尚科学的精

神。

【相关链接】（5 分钟）

我国微生物学家的事迹和贡献

1.谢少文、戴芳澜

2.“中国疫苗之父”汤飞凡

讲授法和举例法

1.我国微生物学家谢少文、戴芳澜在微生物研究

领域的成就与贡献

2.我国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研制出”中国第一支青

霉素“，把生机带到抗战前方和后方。在汤飞凡

的带领下，中央防疫处成为了大后方绝无仅有的

免疫学研究基地，通过提高研制水平，改善菌种，

通过这些伟

大科学家的

的 家 国 情

怀、忘我的

科学精神和

顽强拼搏的

科研毅力，

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生

爱国敬业和

追求真理的



五、教学反思

生产出狂犬疫苗、斑疹伤寒疫苗、牛痘疫苗，挽

救了无数遭受病毒感染的战士和平民的生命。汤

飞凡也被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精神。

归纳总结

（3 分钟）

归纳学习内容

1.工业微生物菌种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2.微生物遗传育种学的遗传学基础

3.现代生物工业中微生物育种常用技术

课后作业

（2 分钟）

作业

预习第二章基因突变及其机制。

课后反思 课程初期，引导学生建立课程与先导课程《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

物化学》等重要理论与方法的联系，通过微生物遗传育种进行多层面的连接与综合

运用。利用案例法等，使学生了解该课程在现代实验技术和服务革新生物制造工业

体系上的作用。建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落实立

德树人。同时，把职业认同、社会责任、爱国敬业等精神融入课堂，鼓励学生夯实

专业基础，最终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和行业，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足在于课堂内容相对较多，且要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调动学生课后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增加学生对先导课程与本课程知识的连贯运用，切实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