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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实验课教学改革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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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验教学是细胞生物学课程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当前国内高校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的教学模式，分析了细胞生物

学实验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从实验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实验课教学改革的几点

建议，为增强生物专业学生的实验课能力提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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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ell biology teaching.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domestic

universities cell biology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on cell biology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made
some suggestions on teaching re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our experiment teaching from the experiment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provide viable opinion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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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生命科学的

研究也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机。细胞生物学，作为生命科

学的四大前沿学科之一，也是生物学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

础课，同时，它也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细胞生物学实验课

是细胞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上

吸引学生，让实验课教学有助于学生对细胞生物学理论知识的

学习和理解、提高学生对生命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实

际动手能力，是我们实验课教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3]。本文

就高等学校细胞生物学实验课教学目前存在的现状做了简要

分析，并提出了细胞生物学实验课改革的几点建议。

1 目前细胞生物学实验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验证性实验过多

在细胞生物学实验的传统教学中，显微镜的使用及其细胞

化学等形态学观察的实验占很大的比例，在这些实验的教学

中，老师一直担当实验课的主体，无论是从实验方案的制定、实
验所用溶液的配制、实验材料和耗材的准备到具体的实验步

骤，老师需要把实验的每一步都准备妥当，直接告诉学生，学生

的任务就是根据老师提供的实验步骤一步步地完成整个实验

操作，观察最后的实验结果[4,5]。但这些实验的结果基本是已知

的，实验的过程及其可能存在或出现的问题也基本是固定的，

学生无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因此只要严格按实验

要求或老师所说的去做，就能够很好地完成实验。至于实验为

什么要这样进行? 实验过程中一些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绝

大部分同学都不是很清楚。
1.2 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大多数院校的细胞生物学实验课仍采取的是传统的

理论课教学模式，在做实验之前，由老师把整个实验先讲一

下，在给学生示范一遍，最后在由学生自己操作，完成实验后学

生提交实验报告由教师批改。该方法实际上是理论课教学的一

种常用的教学方法，虽有助于知识的传播，使老师多年来的实

验经验能够全部传授给学生。但是，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没有

真正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达不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能力的目的，更不能做到有效地培养和启迪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
1.3 实验课资源缺少

教育经费不足是制约教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实验性学

科来说更是如此。目前，大多数高校培养教育学生的经费有限，

给学生用于实验教学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实验用到的仪器设

备陈旧、数量较少，所以只能给学生开设那些非常简单的实验，

甚至有时候只能给学生开设一些演示实验。
1.4 考核方式不明确

一直以来，实验课都是作为理论课的一个附属，在计算成

绩时算作理论课成绩的一部分。而且，实验课成绩的评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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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做实验的考勤和实验报告的写作情况进行考核，因

此，实验报告的写作就成为评定一个学生实验课成绩的主要依

据。然而，有些学生通过抄袭其它同学的实验报告来获取比较

高的实验课分数，这样，单凭实验报告的写作就不能全面反映

学生上实验课的真实情况，而且，这样使得有些同学平时不重

视实验课训练，还养成了抄袭的坏习惯，助长了不良学风的形

成。

2 细胞生物学实验改革的几点建议

2.1 以基础性实验为主，结合综合性实验

基础性实验主要是培养学生对细胞生物学实验的基本原

理、技术和操作技能的训练，而综合性实验则是需要学生利用

已有的知识储备来研究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实验课题，这既注

重学生对以往学过的理论、操作技能、结果分析的掌握，也更注

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在实

验过程中，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方法，达到强化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2.2 优化组合实验，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细胞生物学实验中有很多小实验，独立开设时会占用很多

实验课时，为了丰富课堂教学，节约实验材料，可以考虑将相关

的实验合并。这样，在保证实验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节省了实验

成本开支，在实验安排和实验材料上都得以优化。而且还可以

对此类有相关性的实验进行比较学习，以便于学生更有效的掌

握相关知识[7,8]。
2.3 借助多媒体教学资料，提高实验效果

鉴于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及普及，越来越多的多媒体视频

教学资源的利用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中

的困难和不足[9-11]。例如在给学生开设动物细胞培养实验时，由

于实验的高要求和普通院校实验教学资源的短缺，很多学校很

难给本科生开设该实验，但是做为细胞生物学必须开设的实验

之一，我们就可以通过视频给大家播放细胞培养实验的整个操

作过程，同时再由老师做以详细的解释，以便提高学生对该实

验的学习。这样通过视频展示一些较为复杂的实验教学，既便

于教师讲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验教学效果，也活跃了

课堂气氛，同时弥补了实验教学资源的短缺。
2.4 实验教学的考核

实验成绩应能全面反映出学生实验完成的好坏，严格统一

的实验成绩评定标准，保证学生从实验的选题、准备、操作和完

成各环节，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和重视程度，以及完成实验课程

的动力[12,13]。因而指导教师对学生实验成绩评定的 " 度 " 的把

握，应力求客观、准确、公正。
传统的实验教学考核方法一般是按照学生提交的实验报

告以三级（优秀、良好、及格）方式给学生打分，实验报告的好坏

就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绩，这样做的弊端是导致学生做实验的

积极性不够，且形成了抄袭实验报告的不良习惯，加上教师的

主观性较大，缺乏评定的量化标准，很难反映学生的真正水平。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对学生的综合测评，其测评内容包括实验

课堂上动手操作的能力及实验报告，而且，应该更趋向于把学

生在实验课堂上的动手能力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细胞生物学实验课教学急需改革和探

索，但改革的方法和手段还需在实验教学中进一步检验，经过

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和修正；同时，一定要结合各自学校的实际

情况，摸索和总结出符合自己的可行的实验课程体系，能够真

正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综

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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