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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陈鲁勇， 盂 和， 许文平， 方心葵 
(上海交通大学 农业与生物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 强的生物类专业基础课程。我们在 实验 内容独立设课、实验 内 

容充实更新、课程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 了改革 ，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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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Molecular Biology Experiment 

CHEN Lu—yong， MENG He， XU Wen-ping， FANG Xin—ku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Biology，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Molecular biology is an essential course for students of biological subject，which mainly depends on scientific 

experiments．This article divided the experiments from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improved the experi- 

mental content and modality of examination．Which is successful and has a good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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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分子生物学 ”是高校生物类专业非常重要 的基 

础课程，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分子生物学基本原理和实 

验方法，为全面理解和掌握分子生物学理论体系和生 

物技术奠定基础。同一些传统学科相 比较 ，分子生物 

学具有的明显特征 ，既其研究对象是微观世界中核酸 、 

蛋白等生物大分子，不象生物个体或细胞水平上那样 

直观，必须借助相关仪器设备和方法才能对其组成 、结 

构和功能进行研究，也就是说 ，分子生物学是建立在实 

验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实验教学是分子 

生物学课程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该课程教学效果最 

直接和重要因素之一。 

物学”等 4门院级平台开始尝试实验课程和理论课的 

分离。既将过去“分子生物学”课程 中的实验部分单 

独拿出来 ，独立设置了“分子生物学实验”(36学时，2 

学分)，确定为必修课，组建 了专 门的课程组 (实验教 

师和实验员 )，由实验教学 中心组织实施。几年 的运 

行结果表明，实验 内容单独设课有许多优点。一是确 

保了实验内容的正常进行，杜绝了过去实验课上与不 

上，上多上少都行现象 ；二是充分发挥了实验教学 中心 

人员和仪器设备优势 ，过去实验课一般在各专业系中 

进行 ，实验场地和实验员都没有保证 ；三是实验课程组 

的建立使实验课程内容更趋科学合理 ；四是理顺了各 

系和实验教学中心的职责，使之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 

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和教育。 

2 理顺关系。独立设课 3 增加实验时数，更新充实实验内容 

“分子生物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实验教 

学由理论课教师组织和实施 ，在运行过程 中我们发现 

这种教学模式由很多弊病。因此于 2003年对“分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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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实验课程运行 中，发现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实验内容陈旧，学时数少 。过去“分子生物学实验”为 

18学时，实验内容仅是完成从组织中提取 DNA和扩 

增基因片段 ，基因克隆只是一个大组完成实验过程 ，分 

子杂交实验也只是示范教学，实验教学效果十分不理 

想，对此我们首先组织全体人员收集部分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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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农业大学相关信息，走访 了复旦大学 、浙江大 

学、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兄弟院校。在此基础上 

更新和增加了实验课内容和学时。目前“分子生物学 

实验”等平台实验课学时由 18学时增加到36学时 ，由 

5_6个实验增加到 10—12个。建设后 的平 台实验课程 ， 

内容涵盖整个学科经典实验，并结合理论课程教学内 

容和学科的最新发展 ，每 门课程 吸收 1—2个特色实验 

项 目，使实验内容得到很大的提升。其中特色项 目一 

线虫基因沉默 (RNA干扰 )，将 2006年度获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实验教学 中，开拓 

学生视野和思路 ，使学生对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前沿发 

展有更直观的了解和掌握。在实验内容建设 的同时， 

我们在实验课程开设方式上做了一定改动，主要是增 

加了学生 自己动手的机会和时间，大部分实验由过去 

5-6人／组变为 1人／组，由过去老师帮助准备实验用试 

剂 ，到 自己做满全程实验。现在我们本科生基本掌握 

了基因克隆技术。 

4 注重实验过程。实行综合考核 

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和运作模式的确立 ，为实验教 

学工作运行和管理提供了基本框架。针对过去实验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经过认真思考，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放 

在实验教学过程和效果的考核上。学生的实验课程考 

核采用综合考查平时实验态度、实验基本操作 、实验报 

告和综合效果情况进行 ，其 中平时成绩 70％ ，考试 占 

30％。平时成绩中的 1／3考核学生出勤和实验纪律， 

缺席或违反实验纪律 1次，提出警告 ，2次 以上没有平 

时成绩 ；平时成绩 中的 2／3考核每个实验的实验操作 

和实验报告，实验操作有误或无结果 ，可申请跟下班重 

做，没有重做的没有相应成绩。考试根据课程可分为 

操作考试和笔试 ，在全部实验结束后进行。操作考试 

由实验教师出题 ，学生在实验室现场操作 ；笔试题由实 

验教师根据实验 内容出实验原理和操作题 ，学 生在实 

验室或教室笔答 。经过考核方式 的改变，做到了对实 

验过程的控制，学生对实验课的态度发生 了转变，开始 

认真地独立地完成每个实验，而不是向过去那样得过 

且过，简单地把实验报告交上来就算完成任务。 

5 结 语 

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实验教 

学进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学校和学院教学质量和水平。 

过去的做法是实验课程附属于理论课程，做不做实验、 

做什么内容和做多少学时很大程度上由理论课程老师 

决定 ，加上没有固定的场地、实验教师和相应的仪器设 

备，使实验内容的完成得不到基本保证 ，教学质量更难 

以得到保证。从 2004年起对“分子生物学”等 4门学 

院平台课程着手进行了实验课程与理论课分离并单独 

设课的尝试和探索。几年来的运行结果表明，实验课 

程和理论课分离并单独设课，确保 了实验 内容正常进 

行；实验课程内容更趋科学合理，充分发挥了实验教学 

中心人员和仪器设备优势 ；开设形式更利于培养学生 

的动手和创新能力 ，学生完成实验 内容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使我院的本科实验教学的质量和 

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得到了学生和老师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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