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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加强遗传学实验课程建设和全面提高遗传学实验教学质量，在遗传学实验内容选择、实验课 

程纽构建、实验课程综合考核和探索研究型教学方案方面进行改革和尝试，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 ：遗传学；实验教学；教 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 642．42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7167(2009)05—0l15—03 

Enhancing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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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tics experimental course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teach— 

ing quality of the course，the reforms and exploration in aspects of experiment content selection，teaching group con。 

struction，course assessment and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methods were conducted．And the satisfactory results wer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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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遗传学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现代生命科学的新 

纪元。在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教学体系中，遗传学是 

最为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遗传学的特点：一是 

在科学实验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的；二是同其他学科 

问的交叉和联系紧密，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传统 

学科，以及许多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生 

物信息学。因此，遗传学实验教学内容设置和效果直 

接影响学生对遗传学理论的理解，也影响了相关其他 

学科的学习和理解。为了加强遗传学实验课程建设和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我们系统考察和比较了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兄弟院校遗传学实验内容、 

课时和教学方式 ，根据我院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 

标，结合多年实验教学经验，在实验内容和考核方式等 

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尝试。经过 3年多的运行，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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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遗传学实验教学平台，使实验教学水平和质量 

得到稳步提高。 

2 实验内容选择 

参阅了几所国内重点院校编写的遗传学实验教 

材 川，并与实验教学老师进行了交流。遗传学实验 

内容选择的重点应放在对遗传学基本现象和规律的认 

识、基本实验技能和分析应用能力的锻炼和培养上。 
一 般包括染色体行为观察、果蝇遗传实验、微生物遗传 

实验和分子遗传4个部分。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在分子 

水平上日益提高，考虑到本课程的基础性，又鉴于遗传 

学同其他相关学科如“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课 

程的联系和区别，实验内容以基础的在遗传学发展史 

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遗传学实验内容为重点，确定 

了3大部分 10个实验项目，染色体行为观察实验有有 

丝分裂、减数分裂、多倍体和核型分析。果蝇遗传实验 

有果蝇实验技术、唾液腺观察、伴性遗传和连锁交换。 

微生物实验有粗糙链孢霉分离与交换和细菌局限性转 

导，另安排一个科研转化的特色教学实验，将遗传学发 

展前沿的内容融入到教学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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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课程组构建 

遗传学实验与其他课程实验相比较的一个明显特 

点，是以不同类型的活体生物根据遗传实验的方法进 

行培养、操作和分析得到遗传实验结果，在这一过程中 

需高要求地指导好学生达到培养学生的目的，要求带 

教实验教师具有广泛的生物学知识、丰富的实验经验、 

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交流合作 的精神 。 

在培养人才 的教学形式转 向实验为重点 的状态 

下，有计划地培养所需要的知识广而专的实验教师。 

对从教人员的选择应打破条条框框，以能力为重，德才 

兼备。我们安排的带教老师有植科专业的、有动科专 

业、有长期从事生物实验工作的、有科研转化为实验教 

学的学科带头人 。生物的培养时间长，没有充分的时 

间合适做预备实验，在选好实验材料基础上，从实验的 

开始就进入指导学生的状态了，实验教学 和准备融为 
一 体，要求教师对实验的全程有充分的把握，经验和积 

累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教师具有尽心尽职的奉献精 

神，教师间互相交流，学习提高，发挥所长，每年安排教 

师去有关院校学习取经 ，使教师的教学水平达到了应 

有的高度。学院在考核晋升等方面相应地给出合适的 

政策鼓励老师安心从事实验教学工作。 

4 实验课程综合考核 

遗传学实验原来依附于遗传学理论教学，教学要 

求以验证为主，随着对本科生实验综合素养要求的提 

高，独立开设了包括遗传学实验在内的4门基础平台 

实验课 ，实验学时增加到 36学时。在理论知识学习基 

础上，遗传学实验教学要求具体地落实在以下几个方 

面：实验基本原理的掌握，实验技术的学习锻炼 ，实验 

结果分析能力的提高，科学文献查阅与应用，实验兴趣 

的培养，科学思想的熏陶。其中实验技术的学习锻炼 

可以看作骨架，抓好这一环节是关键，其他几个方面才 

能有效落实，我们将平时考核主要分成2部分：课堂考 

核和实验报告 。期终安排笔试 和学 习报告，4部分 比 

例为 3O+30+3O+10。 

课堂考核内容根据不同的实验有不同的侧重点和 

标准，如实验观察材料有效培养技术的锻炼有：有丝分 

裂观察、多倍体观察、果蝇饲养、粗糙链孢霉杂交培养 

等，考核标准是材料培育有效性和制片的清晰程度；高 

难度实验操作手法的掌握有：多倍体观察制片染色体 

的展开程度、唾液腺观察的取材与制片技术等；果蝇杂 

交大实验考核学生的科学实验综合工作能力，考核标 

准有实验态度、实验记录、结果分析等。课堂考核措施 

是在每次实验前就本实验要求提出打分标准，教师在 

实验中需要检查每位同学的实验情况，根据每个学生 

的实验结果给出每个实验的操作分数，未得到好的实 

验结果的同学尽快利用中午休息或下一次平行课安排 
一 次补做的机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看教师的引导、学生 

的互相激励激发了学生实验主动性，做出一个好的结 

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也不需要考勤，补做的同学 

往往做出的效果更好，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成 

绩 ，课堂实验的有效性得到了保证。 

教师在以下几方面考核学生的实验报告：实验基 

本原理的掌握、实验的如实性准确性、分析问题讨论问 

题的科学性 、文献引用有效性。将优秀的实验报告展 

示在示范园区，激发学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的热情。 

规范的学生实验报告反映了学生综合实验素养的提 

高。 

期终笔试综合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如学生掌握 

的实验原理 、技术要点、分析问题和实验设计能力等 

学习报告布置学生阅读3部分内容，① 阅读一位遗传 

学家的工作生平，学习他们的工作态度；② 看 E一迈尔 

写的《生物学思想发展史》，认识到在实验基础之上的 

生物学思想创新、冲突、进步的发展历史；③ 看所做的 

实验在遗传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5 研究型教学方式 

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目标提出了综合的实验教学要 

求，遗传实验教学方式由主要观察实验结果验证理论 

的模式转变为设计实验一实验一分析结果一引出问题 

的研究型模式，让学生对实验的整个过程进行把握，决 

定教学方案要关注实验全程的每个重要环节，要求在 

实验材料的选择、方法的选择、实验技术的科学性实用 

性、科学地分析实验结果、观察问题等方面落实具体的 

教学要求和指导措施。 

设计型探究性实验是研究 型教学 方案的主要形 

式。如染色体行为的观察中，要求学生在材料选择培 

养、药剂处理方法、结果观察、提出问题全程自己把握 

开展的；果蝇三点测验 中，学生 自己决定实验方案 ，研 

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如正反交的可行性来修正实验 

的进行。在对实验有了清晰的认识后，实验水平得到 

提高。 

有经验、高水平、安心教学的教师是研究型教学方 

案开展的重要保证，在很多环节点需要他们指导和开 

展实验学习问题讨论。在这样的教学体系下，能充分 

调动基础扎实的同学的积极性。如在果蝇三点测验大 

实验中，约2个月的时间里每组每天都能安排一位同 

学来观察记录实验情况，保证实验进展良好，达到预期 

目标 。 

一 种有特色的研究型教学方案是由科研转化为实 

验教学。我们选择在生物学研究最前沿的课题，如植 

物光控发育和生物节律性的信息基础课题中的主要内 

容，开设了拟南芥蓝光受体隐花色素 CRY在光形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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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作用的实验，使遗传教学实验接轨于科学前沿的 

研究工作，使学生认识模式生物的重要价值，了解遗传 

学和分子生物学手段在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研究中的地 

位和作用。 

以上措施落实后的实验效果，学生有以下的亲身 

体会：“一个学期遗传学实验的学习，让我们感受到遗 

传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了解和体会 

到生命代代相传的奥秘，体会到遗传学的深奥和其中 

的美丽。所做的实验在巩 固所学知识的同时 ，又学到 

了很多新的东西，掌握了遗传学基本的实验技能和方 

法，培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比如最基本的有丝 

分裂染色体行为观察 3个实验，有丝分裂到多倍体到 

核型分析，实验技术一个比一个要求高，这些技术的掌 

握要靠很多次的材料培养摸索和制片锻炼才能掌握， 

大多数的实验都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锻炼了我们 

的毅力和恒心。遗传学实验设计是相当精致的，在实 

验中不能机械地按照步骤来做，如果蝇杂交实验，要有 

自己的思路，及时请教老师同学，抓住关键点，才能有 

好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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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了显微数码互动系统。此系统通过显微镜、计 

算机和网络的相互连接作用 ，教师与学生可同时在投 

影大屏幕上观察全班学生所获得的生物图像信息。这 
一 系统改变了传统的由教师个别地手把手教学生用显 

微镜进行微观形态学观察的教学方式 ，实现了师生互 

动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对一些实验周期时 间长且 

相对复杂的实验，如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和转基因动植 

物的制备，通过电影视频的教学方式来让学生了解实 

验流程，学习规范 的操作技能。对一些使用大型仪器 

设备的实验 ，如电子显微镜、流式 细胞术、激光共焦点 

扫描显微镜和显微操作仪的原理与使用，我们主要采 

用参观演示的方式让学生在现场学习其原理与应用范 

围，较快地掌握相关实验技能。 

4 改进实验考评方法 

为注重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在评定 

实验课成绩时 ，改变过去只看实验报告 的单一考评方 

法，而采用综合评定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和研究型实验 

完成情况的考评方法。实验报告主要考察学生 的实验 

完成情况、实验记录情况以及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能力；实验操作主要考察学生的实验表现，包括实验态 

度、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研究型实验完成情况则主要 

根据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研究结果来考察学生的创 

新意识及科研素质。这种综合考评方法不仅能准确合 

理地评定学生的实验成绩，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动 

手能力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 

总之，通过上述改革措施，我们基本应对了当前细 

胞生物学实验教学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不过， 

由于细胞生物学属生命科学领域发展较快的前沿学 

科，要使实验教学能够与时俱进，还必须适时地加大投 

入 ，加强硬件建设 ，同时 ，对实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不 

断提高其科研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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