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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教学·
细胞生物学教学改革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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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鉴于我院细胞生物学课程课时安排少、实验

少、与已修课程有重复内容、相关科学前沿知识不能及时更新、“填鸭式”教学模式和传统的以“讲”为主的教学方法等严重影响该

课程教学质量的教学现状，提出了从课程结构体系、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探究，课程结构体

系方面由专业任选课变更为专业基础课，适当增加了理论课时；从课程内容来看，取缔与已修课程的重复内容，适当补充最新科

研动态、介绍相关的诺贝尔奖，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相关科研项目和申报大学生科研创新活动项目，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

力；从教学模式来看，教师要积极利用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适时放映学生喜欢看的相关电教视频、课堂上多以讨论和提问的

方式教学；考核采用平时成绩加期末成绩的方式，不断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管理水平，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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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ell Biology*

Cell biology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in life science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W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reform for the cell biology course from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system,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The teaching current situation seriously influence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the life science department in Yu Lin university, which cell

biology course and experimental courses are few, a few content have been repeated, related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not be timely

updated, "spoon-feeding" teaching model and traditional to "speak" the main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structure, it

was changed the professional optional course into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and increases some appropriate contents. In the aspects of
the course content, it has been banned in repeated contents which was learned in prerequisite professional courses, was properly added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the relevant Nobel Prize. At the same time, we actively to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achers' related

research projects and college students' scientific innovation activities, which cultivates student in scientific ability. In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model, teachers should actively use of multimedia teaching and timely screen audio-visual video which students like and often

put forward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in classroom. The final grade assessment should consist of the school grades and the final grades,

which improve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level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Cell biology; The teaching of cour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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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同时也是生命科学

学院的基础课程和中心课程。在高校生命科学专业中开设的专

业课程设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由于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知

识基于微观世界细胞的形态和生理的探究，牵扯到生物化学、

生物物理、物理化学等知识，综合性较强，较抽象，再者我院实

验课程开设内容很少，所以学生们感到难以理解和掌握；旧的

“填鸭式”教学模式和传统的以“讲”为主的教学方法严重阻碍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也影响了学生对相关

专业课程的的学习。鉴于我院现状，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为此，我们通过对兄弟院校相关专业的

考察以及对我院几届生物科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和主讲教师以

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进行了充分调研，着眼于我院人才培养目

标，结合他人经验[1-4]提出了该课程结构体系、教学内容、方法以

及考核形式的改革思路，旨在更新传统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师

的业务水平，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其主要内容如下：

1 细胞生物学课程结构体系的改革

借鉴几所兄弟院校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和经验，结合

我院生物科学专业实际情况，每年将有 70%的学生为了进一步

完成学业上的深造而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考试中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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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占有很大的比重，为此，2011年我院在教学委员会的支

持下，将细胞生物学课程性质由原来的专业任选课改为专业基

础课（必修），同时又增加了细胞生物学的周课时数，由原来的

16周增加为 18周，从 2课时增加为 3课时，教学计划预计在
2015年增设实验课程，现在处于实验室的筹建阶段。

2 细胞生物学课程内容的改革

2.1 优化课程内容

紧跟时代发展、突出教学重点，明智取舍教学内容。在教学

结构的编排上，力求在不失系统性的前提下，更侧重新知识的

讲解与讨论[5]，因此避免细胞生物学与其他学科有交叉内容的

重复，根据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

的授课重点，舍去线粒体与叶绿体、减数分裂、核糖体等内容的

讲解；把细胞生物学的最新科研动态作为我们教学中的重要参

考文献讲授于学生，让其尽快获取该领域的巨大成就和最新发

展动态以及广泛的应用前景[6]，增强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

趣；再次，将相关诺贝奖的成就与教学内容联系起来，如将诺贝

尔生理医学奖、化学奖的工作等引入课堂[7]，潜移默化地培养学

生的科学责任观和创新性，这样能够建立注重学科基础突显学

科前沿的教学大纲和课件，同时也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习效率。

2.2 注重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

大学生正处于注意力稳定思维能力高度发展想象能力较

强的时期，而大学生在低年级阶段正是逐步建立新的思维方式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的最佳时期，根据低年级大学生的这些特

点，我们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思路和创新能力[8-11]，通过开

设各种形式的第二课堂，让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注重科研思维

方法的培养。课外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利用媒体

网络、学术刊物如 Nature、Science、Cell以及该领域的国际权威

杂志和学术报告等积极主动查阅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扩大知

识面；另一方面可以让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学生参与老师相关的

科研项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与老师沟通，通过申请

学校大学生科研创新活动项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确定相关

科研课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增强实

验技能，也让学生更进一步深刻掌握课本中的基础知识。

3 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3.1 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有机结合

细胞生物学内容中有许多展示分子水平上的细胞超微结

构和生命活动的精美图片[12]，如果单靠传统教学使用的黑板绘

画，不能够保质保量的将其传授与学生，但如果使用多媒体教

学，可以十分精确的将画面及相关的动画展示给学生，极大地

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质量。多媒体也存在教学

上的弊端，节奏快，如果一味地使用多媒体教学又会造成教学

内容过多，学生无法彻底消化，反而影响学习效率，因此有机地

把传统的教学方法与现代多媒体辅助教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回避二者各自的不足，使两种方法相

得益彰[13-16]，这样教学的教学效果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例如在讲授细胞信号转导时，由于细胞信号转

导的研究与生命科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它已成为了

解错综复杂的生命现象的主要切入点，所以细胞信号转导内容

成为该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学生必须要理解掌握，而信号转

导过程中涉及到的信号通路涉及到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路

复杂而又难于理解记忆，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掌握，我

采用传统板书的形式将信号转导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信号通路

以线性的图表表示后结合多媒体大量的图片进行讲解，学生接

受效果良好。

3.2 教学过程贯穿互动式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作为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教学方法，是教师在

充分掌握并能够将教学内容灵活变通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参与

到整个教学活动中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的主导性，

共同完成教学任务、教学目的达标，实现教学和学习质量的提

升。借鉴前辈的经验[17-19]及结合自身的实践教学情况，我们认为

要想有效地利用课堂的时效性，最大程度高质量的将内容传授

于学生。首先，在授课时对上节课内容的重点内容及与本节新

授内容相关的知识以提问的形式表现，这样可以迅速调动学生

的思维让学生第一时间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同时也将课间活动

时的松散心情实现了迅速的扭转，高效率地转入课堂教学中；

在新知识传授中，通过教师有目的地引导提出一些相关知识的

问题，以单独提问或小组讨论的方式完成对新授内容的学习，

课程结束之前以小组为单位对本节内容进行精辟的总结，组与

组之间还可以进行评比，选出优秀小组，作为平时成绩给予一

定的高分鼓励，按照这样的互动式教学思路改革，树立“以人为

本”，“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新观念，使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大

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4 细胞生物学课程考核改革

课程的考核是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接受程度。结

合该课程改革的内容，最终采用多元化的方式进行考核，考核

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期末考核，以试卷的形式检测

学生对该课程基本知识、主观发挥题和部分考研热点题的掌

握；另一部分是平时考核，包括上课考勤、课堂提问、阶段性测

试、作业和小论文撰写等情况[20]。这种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几乎

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全方位的督促和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的

理解掌握，也可以公正全面地评价学生，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

综合素质；通过多元化的考核情况也可以反映出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弊端，为以后的教学改进提供有力依据。

5 小结与展望

近两年的改革，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教学内容的多

样性和前沿性，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以及课程考核的多元化，极

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也提升了学生学习兴趣

和科研思维及创新能力。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更多

的理论知识、科学思维的能力和实践技能，我们需要做的尝试

还很多，我们将再接再厉，为培养出新一代的大学生而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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