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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开设的实验课教学大纲格式及说明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微生物学实验 课程编号 VET3203

英文名称 Experiment in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总学时 27 学分 1.5

实验项目数 9 验证性实验个数 综合性实验个数 9 设计性实验个数

预修课程
动物学、兽医微生物学、生理学、动物生

物化学等
适用对象 动物医学专业

课程简介

（200字左右）

微生物学实验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配合理论课教学，注重兽

医微生物学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的培养，并紧密结合临床实际应用。通过这些实

验，使学生做到，掌握基本技能，独立操作常用的微生物病原的分离鉴定，加深

理论部分的理解，认识重要畜禽病原微生物的性状，以助于传染病的诊断，获得

严谨的科学实验的素养。

二、教学目标及任务

写明本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及作用，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后在

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应达到的要求。写明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对应的毕业要求

1 学习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及细菌的形态观察 掌握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及分辨不同的细菌形态

2 学习细菌的培养基的制备及细菌的培养方

法

掌握各类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各类细菌的培养

方法

3 学习细菌的分离鉴定和培养的方法 掌握细菌病原的分离方法

4 学习细菌的药物敏感性试验、生化反应以

及分子生物学检测
掌握病原的分子生物学鉴定方法

5 学习病毒的鸡胚培养 掌握病毒培养中接毒与收毒的方法

三、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学时

实验一 显微镜的构造和使用及细菌形态结构的观察 1 3

实验二 细菌的抹片制备及染色 1 3

实验三 培养基的制备 2,3 3

实验四 细菌的分离培养及移植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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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药敏试验 3,4 3

实验六 细菌的生化试验 4 3
实验七 聚合酶链式反应（1） 4 3
实验八 聚合酶链式反应（2） 4 3
实验九 病毒的鸡胚培养 5 3

合计 27

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以“实验项目”为单位说明每个实验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并按“了解”、“理解”、“掌握”

三个层次写明每个实验的教学要求：

“了解”：是指学生应能辨认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术语，知道事物的分类、过程及变化倾

向，包括必要的记忆。

“理解”：是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叙述、解释、归纳，并把某一事实或概念

分解为若干部分，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

“掌握”：是指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某些概念、定律、原理、方法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

事例加以运用，包括分析综合。各章节格式如下：

实验一: 显微镜的构造和使用及细菌形态结构的观察

本实验教学目的：学习油镜的使用，油镜使用完毕镜头和标本片的处理；观察标本片，分辨球菌、

杆菌，观察细菌的排列形态，观察细菌的特殊构造。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光学显微镜的简单构造和原理；理解各类显微镜的简单构造原理、使用方

法和保护要点；掌握油镜的原理和使用，观察细菌的基本形态。

本实验重点、难点：格兰氏阳性菌和格兰氏阴性菌的区别；组织触片中细菌的观察；枯草杆菌和

炭疽杆菌的区别；链球菌和葡萄球菌的区别。

实验二: 细菌的抹片制备及染色

本实验教学目的：学习细菌抹片的制备及格兰氏染色方法的原理及操作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几种常用的染色方法；掌握格兰氏染色的基本原理及方法；理解细菌抹

片的制备方法；掌握油镜的使用方法。

本实验重点、难点：格兰氏阴性菌的染色；抹片的制备；染色中脱色时间的把握。

实验三: 培养基的制备

本实验教学目的：学习一般培养基制备的原则、要求及制备过程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一般培养基制备的原则和要求，掌握一般培养基的制备，掌握培养基酸碱

度的测定。

本实验重点、难点：培养基酸碱度的测定

实验四: 细菌的分离培养及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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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教学目的：学习细菌的分离培养及不同培养基之间的细菌移植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细菌分离培养的基本要领；掌握细菌分离培养及移植的方法。

本实验重点、难点：斜面-斜面的细菌移植；细菌的分区划线及分离培养

实验五: 药敏试验

本实验教学目的： 学习药敏实验的原理、操作方法及临床应用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圆纸片扩散法检测细菌对抗菌药物敏感性的操作程序；理解药敏实验在实

际生产中的重要意义；掌握药敏实验的操作过程和结果判定方法

本实验重点、难点：平板的致密划线与分区划线的区别；药敏纸片的粘贴

实验六: 细菌的生化试验

本实验教学目的：学习细菌生化实验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细菌的生化实验的原理；理解细菌的生化实验在细菌鉴定及诊断中的重

要意义；掌握生化实验的操作过程

本实验重点、难点：生化管的接种；生化结果的判定；半固体穿刺观察细菌的运动力

实验七：聚合酶链式反应（1）

本实验教学目的：学习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 PCR的原理；理解 PCR在病原微生物的基因检测中的重要意义；掌握

PCR的引物设计和 PCR反应液的配置过程

本实验重点、难点：PCR的目的片段的选择与引物设计；PCR反应液的配置

实验八：聚合酶链式反应（2）

本实验教学目的：学习核酸凝胶的制备，电泳仪的使用以及凝胶成像仪的使用方法

本实验教学要求：了解聚合酶链式反应的结果判定；理解凝胶成像的原理；掌握聚合酶链式反

应（PCR）后的阴阳性结果的判定

本实验重点、难点：核酸凝胶的配置；微量加样与电泳

实验九：病毒鸡胚培养

实验目的：了解鸡胚的孵化过程和不同日龄鸡胚的接种途径和方法，理解新城疫病毒在鸡胚尿囊

腔增殖过程，掌握接毒和收毒的方法。

本实验教学要求：选择健康 9~10日龄鸡胚，至暗室照蛋，找出注射点。在气室顶问及注射点各

钻一小钻，于注射点插入针头，注射病毒并用石蜡封闭小孔。24小时之内死亡者弃之，其余死胚于

4度保存，至 96小时不死者放入冰箱冻死。

本实验重点、难点：接胚，尿囊液的收获

八删除[Guangjin Liu]:

实验九：病毒的血凝及血凝抑制实验

实验目的：了解 HA和 HI实验的基本原理，了解其在动物

疫病特别是病毒病病原诊断中的意义；理解倍比稀释的概

念，掌握禽流感 HA和 HI试验的操作方法以及判定方法

本实验教学要求：在 96孔“V”形微量反应板上进行加样

操作

本实验重点、难点：倍比稀释，结果的观察及判定

删除[Guangj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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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阐述如何在本门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请详细阐述，未完成此项视为不

合格）

课程思政，就是在大学专业课（非思政课）教学中，结合本课程内容，进行思想政治资源挖掘，

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通过教学设计，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文化

自信、职业素质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

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 在授课过程中，任课教师注重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授课内容中，具体体现在教师在知识

传授中特别注重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和讨论，通过对专业相关的理论介绍中，由注重鼓励学生在专业

知识学习之余，养成勤锻炼、有情趣、爱劳动的生活取向，注重因地制宜，发挥高校自身的学科研

究优势、社会网络资源、校史育人功能，最大限度创设条件，激活学生的创造活力，将学生培养成

品德高尚、专业过硬、体魄强健、审美高雅、热爱劳动的新时代好青年。

2.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引人入胜地引导学生理解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特别强调和介绍新中国成立起来科学事业的飞度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将近年来，微生物

领域的重要成果作为示范理论讲述。

3. 向学生传授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知识，爱岗敬业，以饱满的热情和精神面貌感染学生。开拓

进取、勇于创新，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积淀，提高学识修养和教育教学水平，积极从事科学研究，

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学生、培育学生。 根据兽医微生物学应用性和技术性特

点，讲述一些动物传染病病原发现、鉴定及防控技术的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兽医微生物学知识的热

情，使他们有为祖国的兽医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和热情。

4. 结合微生物学实践性、科普性特点，将微生物学中有教育意义的案例，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有

机结合起来，加深学生对于专业的认同感及责任感。如在绪论中介绍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细

菌学之父科赫等的个人事迹。

通过对兽医微生物学整个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环节的设计，实现“立德树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努力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将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培育学

生，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五、考核方式及要求

成绩组成比例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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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30%）
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理论知识掌握及实验操作能力等。项

目有出勤率、课堂讨论、实验操作等。
1,2,3,4

期末（70%） 对学生实验报告、实验结果讨论及分析进行全面检测。 1,2,3,4

六、推荐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建议选用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对稳定的国家、省级精品教材、面向21世纪教材，近3年

出版（再版）的新教材和外语原版教材。

教材：
《 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指导》，姚火春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标准书号：

ISBN978-7-109-07337-1。

参考书：
《兽医微生物学》，陆承平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标准书号：ISBN

978-7-109-17286-9。

七、说明

在此部分可做一些补充说明，若无需说明则可省略该项。

大纲修订人： 潘子豪，刘广锦

大纲审定人：姚火春

修订日期：2019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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