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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专题开始讲述纤维素的化学组成以及纤维素在生物圈的广泛分布，由此转入到如何对纤维素进行有效

利用的问题。接着介绍了产纤维素酶的微生物能够分解纤维素，从而引出对纤维素的利用离不开对分解纤

维素的微生物的研究。本专题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要求学生通过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并按照自己的

实验方案进行主动探究，从而得出结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a、简述纤维素酶的种类及作用。 

b、掌握从土壤中分离某种特定微生物的操作技术。 

2．过程与方法 

a、分析分离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的实验流程。 

b、掌握实验操作的原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a、通过自主设计、完成实验，培养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 

b、通过了解土壤中能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增强社会责任感。 

 

三、教学重点： 

从土壤中分离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 

 

四、教学难点： 

从土壤中分离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的具体过程步骤稀释和涂布。 

五、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课题 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P27 课题背景，让学生回忆必修

1 关于细胞壁的成分纤维素和多糖的相关知识，通过介

绍纤维素，探讨如何分离土壤中能够分解纤维素的微生

物。 

学生阅读课本，回忆以前学过

的知识。 

通过旧知

识过渡到

新知识上

面。 

基础知识 

1、纤维素

和纤维素

酶 

1、棉花是自然界中纤维素含量最高的天然产物。 

2、纤维素酶的组成及作用  

纤维素酶是一种复合酶，一般认为它至少包括三种组

分，即 CX酶、 C1酶和葡萄糖苷酶，前两种酶使纤维素

分解成纤维二糖，第三种酶将纤维二糖分解成葡萄糖。 

 

学生阅读课本 P27，获取有关

纤维素和纤维素酶的相关信

息。 

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

获取知识。 

2、纤维素

分解菌的

筛选 

1、纤维素分解菌的筛选方法：刚果红染色法  

 

2、纤维素分解菌的筛选方法的原理  

刚果红是一种染料，它可以与纤维素形成红色复合物，

但并不和纤维二糖、葡萄糖发生这种反应。当纤维素被

纤维素酶分解后刚果红—纤维素的复合物就无法形成，

培养基中会出现以纤维素分解为中心的透明圈 。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是否产生透明圈来筛选纤维素分解菌。  

   

  

 

1、学生通过观察课本 P28 图

2-12 和 2-13 获取相关知识 

 

2、了解纤维素酶的作用和纤维

素分解菌在刚果红培养基的的

实验操作。 

培 养 学 生

观察能力，

和 逻 辑 思

维能力。 



实验设计 

1、分离分

解 纤 维 素

的 微 生 物

的 实 验 流

程示意图  

 

 

教师讲解分离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的实验流程，并让学

生讨论写出实验流程图：  

 

学生讨论，设计实验流程。 培养学生

科学探究

精神。 

2、土壤取

样 

教师讲解土样的采集要选择富含纤维素的环境，这是因

为在纤维素含量丰富的环境，通常会聚集较多的分解纤

维素的微生物。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环境，可以将滤纸埋

在土壤中，过一个月左右也会有能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

生长 

学生讨论为什么要在富含纤维

素的环境中寻找纤维素分解

菌？  

培 养 学 生

的 热 爱 大

自 然 的 学

科素养。 

3、选择培

养 

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P29侧边栏，分析讨论选择培养

基配方，回答问题。 

 

 

学生回答下列问题： 

1、该配方是液态培养基还是固

态培养基？ 

 

2、该培养基对微生物是否有选

择作用？如果有，有时如何进

行选择？ 

 

3、实际一个对照试验，说明选

择培养基的作用？ 

培 养 学 生

实 验 动 手

能力。 

4、刚果红

染色法 

教师讲解：刚果红可以与纤维素形成红色复合物，当纤

维素被纤维素酶分解后，红色复合物无法形成，出现以

纤维素分解菌为中心的透明圈，我们可以通过是否产生

透明圈来筛选纤维素分解菌。 

 

学生阅读课本 P29 资料三，查

阅有关刚果红染色法的原理。 

 

 

 

培 养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能力。 

 

 



具体方法如下： 

方法一：先培养微生物，再加入刚果红进行颜色反应。 

本方案优点是：显示出的颜色反应基本上是纤维素分解

菌的作用。 

缺点是：操作烦琐，加入刚果红溶液会使菌落之间发生

混杂； 

 

方法二：在倒平板时就加入刚果红。 

本方案优点是：操作简便，不存在菌落混杂问题。 

缺点是：a、由于培养基中还含有淀粉类物质，可以使

能产生淀粉酶的微生物出现假阳性反应。 

b、有些微生物具有降解色素的能力，它们在长时间培

养过程中会降解刚果红，形成明显的透明圈，与纤维素

分解菌不易区分。 

 

1、学生分小组讨论分析两个方

法的的优缺点。 

 

2、学生完成下表两种方法进行

比较。 

 

 

培 养 学 生

的 总 结 归

纳能力。 

操作提示 教师就微生物技术和选择培养的操作方法提醒学生注

意，并让学生分组讨论。 

1、复习微生物技术 ： 

制备培养基、无菌操作技术、稀释涂布平板法、土壤取

样。 

2、选择培养的操作方法： 

称取土样 20 g，在无菌条件下加入装有 30 mL 培养基

的摇瓶中。将摇瓶置于摇床上，在 30 ℃下振荡培养 1～

2 d，至培养基变混浊。此时可以吸取 0.1 mL培养液进

行梯度稀释和涂布平板 。  

 

1、学生分小组讨论，总结归纳

实验操作的注意事项。 

 

2、回答问题：为什么选择培养

能够“浓缩”所需的微生物？  

答：在选择培养的条件下，可

以使那些能够适应这种营养条

件的微生物得到迅速繁殖，而

那些不适应这种营养条件的微

生物的繁殖被抑制，因此可以

起到“浓缩”的作用。 

培 养 学 生

学科素养。

和 实 验 操

作能力。 

结果分析

与评价 

1、培养基的制作是否合格以及选择培养基是否筛选出： 

菌落对照的培养基在培养过程中没有菌落生长则

说明培养基制作合格。如果观察到产生透明圈的菌落，

则说明可能获得了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  

1、学生交流自己分离微生物一

些经验心得，从中找出自己成

功之处和有待改进地方。 

 

培 养 学 生

学 会 对 别

人 评 价 和

自 我 评 价



2、分离的结果是否一致 ： 

由于在土壤中细菌的数量远远高于真菌和放线菌

的数量，因此最容易分离得到的是细菌。但由于所取土

样的环境不同，学生也可能得到真菌和放线菌等不同的

分离结果  

2、自我评价和对别人评价 的能力 

 

六、板书设计 

 

 

七、课后练习 

1、下列材料中纤维素含量最高的是？  

A、杨树  

B、小麦  

C、玉米  

D、棉花 

 



2、纤维素酶能够分解? 

A、纤维素的微生物  

B、淀粉的微生物  

C、纤维素  

D、淀粉 

 

3、刚果红能与哪项物质形成红色复合物？  

A、纤维二糖  

B、纤维素  

C、葡萄糖  

D、麦芽糖 

 

4、寻找纤维素分解菌应到？  

A、湿润的环境中  

B、富含纤维素的环境中 

C、富含无机盐的环境中  

D、池塘中 

 

5、选择培养的结果培养液变？  

A、清澈  

B、浑浊  

C、红色  

D、产生透明圈 

 

6、利用刚果红法可以筛选出纤维素分解菌，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刚果红能与纤维素形成红色复合物     

B、刚果红能与纤维二糖形成红色复合物 

C、刚果红不能与葡萄糖形成红色复合物  

D、若培养基上产生了透明圈，则说明已筛选出了纤维素分解菌 

答案：DCBB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