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研究探析

许发芝

(安徽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针对动物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对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究。从知识体系难

度大、教学内容的优化、思维模式的改变和思维导图的教学辅助作用以及借助现代化教学平台,提

高学习兴趣和效率、科研促进教学、建设试题库几个方面分析了教学改革举措。以期达到进一步提

高动物分子生物学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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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Animal
 

Molecular
 

Bi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iculty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change
 

of
 

thinking
 

mode
 

and
 

the
 

teaching
 

auxiliary
 

function
 

of
 

mind
 

map.
 

With
 

the
 

help
 

of
 

a
 

modern
 

teaching
 

platform,
 

we
 

have
 

analyzed
 

the
 

measures
 

of
 

teaching
 

reform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learning
 

interest
 

and
 

efficiency,
 

promoting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building
 

a
 

test
 

question
 

bank.
 

This
 

i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animal
 

molecular
 

biology"
 

and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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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脱氧核糖核酸双

螺旋模型宣告分子生物学诞生以来,分子生物学的

研究方法和技术已经应用于生物科学的各个学科和

分支领域。动物分子生物学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为了培养具有创新性的高素质科学人

才,我们对当前动物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对教学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本文

围绕动物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思考。

1 知识体系难度大

动物分子生物学知识理论性较强,名词定义晦

涩难懂,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例如,基因的

结构,功能和表达调节等不能通过生活和视觉的方

式传递给学生,学生只能通过想象来学习。为了提

高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多媒体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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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并将其运用于课堂之中,取得较好效果。多媒

体技术具有形象直观等特点。可以使教学内容生动

具体,易于被接受。当学生比较注重对抽象理论知

识的理解时,很难从宏观的角度系统地理解动物分

子生物学的知识,往往以静态的思维方式片面地理

解特定的概念和理论。因此,通过相应的教学改革

措施,联动动物分子生物学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复杂

微观的理论知识直观化和生动化,从而提高动物分

子生物学教学质量,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2 教学内容的优化

在教学内容上,依据农业院校动物医学专业本

科生的培养方案,将动物分子生物学课程内容分为

不同的知识模块,如基因结构和表达与调控模块、常
用实验操作研究技术模块以及基因与人类健康知识

模块等。各知识点之间有既有一定关联,有相辅相

成。通过对教材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将其划分为“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实验方法”三个层次。每一

部分都包含若干个典型例题及习题。各章内容既相

对独立,又可以用中心规律有机联系起来,反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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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过程;它以适应学科发展潮流的基本规律为

依据,在保证学生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引进

前沿科研成果研究热点和热点问题,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
运用动物分子生物学基础知识分析科学问题的创新

能力和学术表达能力。

3 思维模式的转变

分子生物学革命,主要表现在DNA双螺旋结

构的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生物学学习

热潮,哲学家们也因此开始关注生物学。今天,生物

学相关的哲学思想已成为西方哲学的研究范畴。哲

学是人们对社会,自然等方面认识的概括与总结,个
体的创新思维方式通常受到某些哲学思想的制约。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是当前教育改革的

目标,将哲学思维引入动物分子生物学的教学改革

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动物分子生物学

基本规律的总结是应用哲学的总体思路。动物学作

为生命科学中最基本也是最能体现创新能力的学科

之一,其发展历程与人类科技文明进步息息相关。
动物分子生物学教学在整个高等农林院校生物学课

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根据动物分

子生物学知识的认知特点结合哲学思维模式进行动

物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应用

价值。

4 思维导图的教学辅助作用

思维导图既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思维工具又能作

为一种认知工具,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学

习效率,增强他们对某些联想图像的记忆,从而促进

视觉感官刺激。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
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

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在
教育教学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导图中的每一个

关节点代表与中心主题的一个连结,而每一个连结

又可以成为另一个中心主题,再向外发散出成千上

万的关节点,呈现出放射性立体结构。而动物分子

生物学的知识网络犹如思维导图放射性的“网状思

维”,充分利用思维导图的功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产生新的创意,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

造性。

5 借助现代化教学平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和效率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传染性,多数高校

封闭管理,课程采用线上教学。在这一特殊时期,我
们试图把现代教学平台引入课堂,进行智慧型教学。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使用PPT进行板书讲解或播放

视频进行演示是课堂教学主要方式之一。然而,

PPT制作成本高、占用空间大,难以满足现代教育

需求。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网络资源平台,将多媒体

课件、课堂试题、微课等网络资源上传到“雨课堂”,
学生通过网站上的教学材料预习和复习;老师利用

该平台开展课堂问答、点名、弹幕互动等活动,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调动课堂气氛;“雨课堂”
还可以安排小任务、学生在线互动讨论和教师参与

问答,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6 翻转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

Flippingthe
 

Classroom
 

翻转课堂是教师制作视

频的一种教学形态,学生可以在课堂内外观看视频,
讲解、交流和讨论重点难点。也就是说,合理调整课

堂内外的时间,学生决定学习的方式,把学习的决定

权从教师手中转交到到学生手中,目前这种教学方

式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当中。但

是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大多数学校没有真正开展

起来。本文旨在探讨翻转课堂的理论基础、设计原

则及实施步骤等相关问题。翻转课堂是对传统课堂

教学模式的颠覆,其基本理念是:先学习,后教学,以
学定教,教学合一。与传统的以“填鸭式”教学模式

为主的“多对”课堂相比,它具有时间可调节性、多样

性的特点,便于学生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它打破

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一言堂”式的灌输式教学方

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使他们能够自主探

究、合作交流。从而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勇于创新的

精神。通过互联网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不再仅仅依

靠教师的教学,能够有效地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能
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我们可以弥补固

定的时间、单一的形式、学生很少的自主学习时间,
以及由于时间限制,教师无法在传统课堂上拓展知

识。在翻转课堂上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

学生的引导者,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解答疑难问

题,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

的主体,并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着主要角色。

7 科研促进教学

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校工作的组成部分。对于

教师来说,教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而科学研究是教

学改进和发展的途径。科研是提高高校教师素质的

重要途径。科学研究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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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因此,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于

教学之中,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从分

析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出发,探索一种新的教

学方式———研究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

科特点,充分发挥科研教师的优势,适时将科研内容

融入课堂教学,不仅促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

方法的改进,同时也让学生有研究兴趣,并实际应用

科学。例如,在重组质粒构建的教学实践中,结合学

科组开展的“新载体免疫增强效应”项目,作者阐述

了善于阅读最新科技文献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提高

对待科研的兴趣和学习热情。通过新发现和新进展

对于诠释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能够起到举一反三

和画龙点睛的作用。

8 建设试题库

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是

考核。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试题库

为载体,启发、促进学生思考。在设计安排试题库

时,一是准确把握动物分子生物学中的基本点、要点

及其难点内容,并根据在教学中发现的常见错误,有
针对地出题。二是在试题中处理好街垒关系及其比

例。即记忆与理解、要点与基本面、深度与广度、理
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等。通过多样化的联系专业实际

问题的课后习题以加深理解,巩固课堂知识,通过多

层的思考题复习练习,引导学生从事例分析,在理解

的基础上记忆重要概念、基本理论、构建专业知识结

构,最后,通过难易程度合适的期末考试和平行多试

卷测试,公平客观观察学生掌握动物分子生物学课

程知识的水平。
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促进教育进步以及提高教学

质量。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我们仍处

于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自身也要不断提高自

身的专业素质,不断探索、实践、总结,使教学工作更

具活力和成效,给我国培养更好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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