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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染色技术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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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六步四结合”课堂教学模式，对革兰氏染色技术课堂教学进行改革与实践，从教学目标入手增加

了职业能力目标和社会能力目标的内容，教学过程在分组设计、探究式教学、正向与反向相结合的结果判定方法等

方面探索实践，并增加技术应用相关内容，明确革兰氏染色技术的岗位价值。实践证明，课程设计可实现多重教学

效果，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和发散性思维，提高科研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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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染色技术是细菌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

鉴别技术之一，在卫生检验岗位中使用频次较高，对

于判断致病菌类型、指导合理用药有着重要的临床

应用价值，同时也是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学生获取药

物分析工职业资格证书的必备技能之一。目前被广

泛使用的革兰氏染色技术是由丹麦细菌学家 Gram
在 1884 年创立的，而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做了改

进［1］，但步骤繁琐，影响因素较多，结果可重现性不

稳定［2］，且传统教学多采用验证性实验的形式开

展，致使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生为了完成实训内容

而机械式模仿，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和创新潜能也受到了限制。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依据“六步四结合”课堂教学

模式［3］，对药品生产技术专业革兰氏染色技术课堂

教学进行改革，并结合实践情况进行反思。

1 教学设计

根据课程设置与岗位职业能力相结合、教学过

程与职业工作过程相结合、教学内容与职业工作任

务相结合、考核评价与职业能力培养相结合的要

求［4］，对革兰氏染色技术教学内容进行了整体设

计，课堂教学设计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 为什么

要进行革兰氏染色、如何染色以及革兰氏染色技术

的应用。具体内容如表 1。
表 1 革兰氏染色技术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2 学时)

序号 教学步骤名称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分) 课内 /课外

1 复习
巩固简单

染色相关知识

提问

1． 为什么染色

2． 用什么染色

3． 如何染色

思考并回答 2 分钟 课内

2

3

案例

导入

为什么要用

革兰氏染色

1． 简单染色的优缺点

2． 革兰氏染色作用
思考并回答 2 分钟 课内

引入教学案例

1． 未知菌种鉴定

2． 家庭用药选择

3． 医学检查的必要性

激发兴趣

引发思考
3 分钟 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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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教学步骤名称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分) 课内 /课外

4

5

6

7

8

9

10

革兰氏

染色

课堂教学

目标

1． 知识能力目标

2． 职业能力目标

3． 社会能力目标

学习、理解 3 分钟 课内

课堂材料

用具

1． 工具

2． 材料

3． 菌种

观察识记、
查验是否齐全

2 分钟 课内

运用多媒体课件

与板书相结合的

教学 方 法，分 步

骤进行教学展示

完成教学内容的

第二 部 分: 如 何

染色

提问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1． 如何用两种染料染色;

2． 第一种染料是否会影响第二

种染料的着色效果;

3． 第一种染料如何去除;

4． 为什么革兰氏染色会呈现不

同的染色结果。
教师归纳总结:

1． 革兰氏染色的原理;

2． 革兰氏染色方法;

3． 革兰氏染色关键点。

查阅资料、回答

学习

提问

10 分钟 课内

教师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完

成涂片操作

教师巡视指导

进行涂片操作 3 分钟 课内

1． 讲授初染、媒染、脱色、复染

所用染液、染色时长并展示标

准操作

2． 对各步骤的目的和作用进行

分析

3． 强调染色过程的注意事项

4． 教师巡视指导

学习、理解、操作、
并进行自评。

10 分钟 课内

染色结果观察

1． 观察革兰氏染色结果，区分

革兰氏阳性及阴性菌; 注意标

本中细菌的形态、大小、排列和

染色

2． 革兰氏阳性菌: 紫色

革兰氏阴性菌: 红色

3． 镜检完毕擦拭油镜头

4． 教师巡视、指导

观察，记 录 并 描

绘染色结果。
对观察好的油镜

头和玻片进行清

洗养护。

5 分钟 课内

染色过程出现的

问题及解决办法

对学生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总结，并提出解决办法
学习、理解 5 分钟 课内

11
案例

分析

革兰氏染

色的应用

结合染色结果及案例讲授革兰

氏染色的实际应用:

1． 鉴别细菌;

2． 指导用药;

3． 判断致病性。

讨论、学习、
理解

5 分钟 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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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教学步骤名称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分) 课内 /课外

12

13

14

拓展

训练

案例
教师给出未知菌种案例，要求学

生进行分析，给出实验方案
讨论、制定方案 10 分钟 课内

染色技术

应用训练

对学生制定的实验方案进行指导

指导学生进行染色鉴别

教师巡视指导

染色操作 25 分钟 课内

染色技术

应用小结

结合染色结果对案例进行分析、
拓展、总结革兰氏染色的应用

学习、理解、讨论 10 分钟 课内

15
课堂小结

与评价

总结课堂

主要内容

1． 为什么要进行革兰氏染色

2． 如何染色

3、革兰氏染色技术的应用

4． 革兰氏染色评分标准

1． 学生复述总结

2． 对照评分标准

对染色操作情况

评价

3． 对照教学目标

检查掌握情况

3 分钟 课内

16 布置作业

1． 提交革兰氏染色实训报告，

按要求绘制微生物观察图并注

明染色结果

2． 查阅文献，是否有替代革兰

氏染色的新方法

3． 根据所学知识，对家庭用抗

生素类药物进行分类整理

复习、巩固

所学知识
2 分钟 课外

2 教学实践

2． 1 为什么要进行革兰氏染色

“染色”是一种常用的微生物鉴定方法。在完成

显微镜技术和简单染色的基础上，学生已经对“染色”
有了直观的认识，了解了“涂片”的基本要求，能够利

用显微镜对微生物的形态和大小进行简单染色观察。
首先通过回顾简单染色内容，复习“为什么染

色”、“用什么染色”、“怎么染色”等相关知识，分析

简单染色的缺点: 简单染色不能显示细菌的结构和

染色特征，无法鉴别形态相似的菌体。其次，结合未

知菌种鉴定、家庭日常用药选择和医院就诊做检查

的必要性等生活中常见的案例，设置悬念，引发思

考，激发学生兴趣，解决课堂教学中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革兰氏染色。最后，学习革兰氏染色

的优越性及必要性。
2． 2 如何染色

2． 2． 1 明确任务

教学目标不仅是对学生课堂学习任务的明确，

也是课堂教学设计的主线，需要学生学习什么以及

如何实现，是课程设计的前提和支撑。针对革兰氏

染色技术，采用三级教学目标，包括基础能力目标、
职业能力目标和社会能力目标( 如表 2) 。

表 2 课堂教学目标

基础能力目标 职业能力目标 社会能力目标

教学

目标

1． 掌握革兰氏染色法的步骤和关键

点

2． 掌握革兰氏染色结果的判断方法

3． 了解革兰氏染色技术的应用

1． 能对未知菌种进行革兰氏染

色鉴别

2． 能够利用革兰氏染色技术相

关理论知识指导实践

1．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实

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2． 养成认真细致的工作作

风

传统的教学目标更多地注重革兰氏染色方法和

染色结果的掌握，而忽略了知识应用和学习态度方

面的要求，许多学生虽然掌握了革兰氏染色方法，但

细节很毛糙，可重复性差，同时与实际工作内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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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对接，不知道革兰氏染色的实际应用范围，造成

后续学习脱节。因此，在教学目标设定上要注重职

业能力目标和社会能力目标的设计。
2． 2． 2 激发兴趣

在学完“细菌细胞壁结构”知识后，“革兰氏阳

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结构的组成”作为已有

知识，教师通过展示图片，要求学生进行回顾、比较、
总结，在此基础上教师提问革兰氏阳性菌、阴性菌的

划分及其与革兰氏染色技术的关联。学生查阅资料

后得出革兰氏染色与阳性菌、阴性菌判定间的因果

关系，并对革兰氏染色的发现背景有所了解。
微生物技术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技术的发展

历程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还可

以对学生产生启发，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创新

精神、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都是必不可少的。课堂

教学实践表明，了解革兰氏染色技术发现过程的学

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记忆牢固性均优于单纯掌

握操作技术的学生。
2． 2． 3 案例实训

教师给出如下案例: 由于标签丢失，请设计实验

方案区分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
学生在学完革兰氏染色原理和基本方法后，通

过上述案例分组进行染色技术训练。
( 1) 分组设计。教师将学生分为四大组，其中

第一组染色标本为大肠杆菌菌种，第二组染色对象

为枯草芽孢杆菌菌种，第三组、第四组分别为未知菌

种 A、B。每大组六名同学，每两人为一个小组，合作

完成一个菌种的染色任务。最终，组内进行横向重

复操作，组间相互对照，两组未知菌种通过将染色结

果与第一组、第二组所得结果进行比对来确定菌种

类别。
( 2) 实训安排。革兰氏染色方法是课堂教学的

重点。学生已经学习了简单染色，对染色的流程有

了一定的了解，教师要求学生根据已学过的知识比

较简单染色和革兰氏染色的异同，并板书。分步骤

边学边练。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每一步操作给出限

定时间，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区别于以往的

“教师讲解操作要点、学生再练习”的教学形式，本

次教学要求学生先根据已有知识和书本内容分步骤

自行操作，教师在操作过程中进行巡视、指导，记录

学生的操作情况，在学生完成操作后，由教师进行总

结，重点强调技术关键点及出现的共性问题，使学生

明确每一步操作的原理、规范和步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对于革兰氏

染色的关键步骤———脱色时间的把控，我们改变过

去反复强调时间要求的做法，尝试只给学生 25 ～ 30
秒的时间，由学生自行把控，要求每组学生如实记录

脱色时间，最后镜检时比较不同脱色时间的染色结

果，最终得出最佳脱色条件。通过这种由结果反证

操作条件的探究式实践，学生对脱色时间的把握都

比较精准，同时也在此过程中观察到了由于脱色时

间过长或过短所造成的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达到

了平行设置阳性和阴性对照的目的。
此外，对于革兰氏染色结果的判断，过去主要采

用正向的判断方法，即给定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

菌，染色结束后大肠杆菌被染成红色，为阴性; 枯草

芽孢杆菌被染成紫色，为阳性。基于本实践的设计，

第一组、第二组仍然延续正向判断的检验方式，考查

学生染色情况; 第三组、第四组则采用反向的判断方

法，即对于两个未知菌种，在明确其被染成红色的情

况下，反向判断其为大肠杆菌，而紫色则为枯草芽孢

杆菌。这样看似只是顺序的调整，但对于拓展学生

对革兰氏染色的应用能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传统

的正向判定方法使学生对于革兰氏染色的应用固化

在验证性实验领域，而结合反向判定就可以将革兰

氏染色技术在菌种鉴定方面的应用得到彰显和示

范。该设计不仅可以通过一堂课达到多重教学效

果，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

科研设计能力。
2． 3 如何应用

对于革兰氏染色技术的学习，传统教学一般止

步于染色方法，其实染色方法的学习刚刚叩开了学

生对于革兰氏染色好奇的大门，而如何应用、在哪些

方面应用才是学生需要学习的重点内容。因此，在

完成染色方法的教学后，设计了课堂教学的第三部

分: 革兰氏染色的应用。
通过第二部分的实训，学生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未知菌种鉴别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分析拓

展，得出革兰氏染色的实际应用，即革兰氏染色在菌

种分类鉴定、用药指导、致病菌致病性判定等方面的

重要临床应用价值，是药品生产、病原菌检测及临床

用药等岗位的常用检测方法，使学生明确该技术在

日后工作岗位上的重要性。
通过布置课后拓展任务，要求学生查阅是否有

辅助革兰氏染色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进一步了解

K0H － test、PCR、序列测定等菌种鉴别技术，丰富专

业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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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课堂评价

对于学生的学习情况，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

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体系［5］，过程性考核占 70%，

主要考查学生课堂勤勉程度、技术操作和学习态度;

终结性考核占 30%，主要对学生染色结果的准确度

和实训报告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2． 5 教学效果

基于该设计，通过对 2013—2015 级三届学生的

教学实践，学生对革兰氏染色技术的原理、染色实施

环节、染色结果的多维判断以及实际岗位应用都能

够熟练掌握，科研思维和实验设计能力也得到了提

升，教学效果较好。

3 结论

依据“六步四结合”课堂教学模式，对药品生产

技术专业革兰氏染色技术课堂教学进行改革与实

践，从教学目标入手增加了职业能力目标和社会能

力目标的内容，教学过程在分组设计、探究式教学、
正向与反向相结合的结果判定方法等方面探索实

践，并增加技术应用的相关内容，明确革兰氏染色技

术的岗位价值。该教学设计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提升了教学效果，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思

维能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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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Classroom Teaching of Gram Staining Technique
ZHANG Jing

( Sanmenxia Polytechnic，Sanmenxia 472000，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Six steps and four combinations”classroom teaching mode，the technique of Gram
staining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are carried out． Starting from the teaching goal，we increase occu-
pation ability goal and social ability target content; in teaching process，we explore on group design，inquiry teach-
ing，the combin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and increase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echnical application，make clear the post value of Gram staining technology．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curric-
ulum design can achieve multiple teaching effects，help to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stimulate students’
creative potential and divergent thinking，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
Keywords: Gram Stain technique; classroom des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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