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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基地人才培养方案
（校内专业代码：0710019）

一、专业简介

内蒙古大学生物学基地专业前身是 1957 年建校时设置的动物学、植

物学专业，于 1995 年开始招生。1994 年成为全国建设的 21 个“国家理

科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专业之一，现为国家级特色

专业、内蒙古自治区品牌专业、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专业。建有生命科

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生物化学”国家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

“分子生物学” 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生物化学系列课程”和“生

物学综合实习”自治区级教学团队，“生物化学”、“遗传学”、“动物生物

学及实验”、“基因工程”、“生物学综合实习”、“细胞生物学”等自治区级

精品课程。

内蒙古大学生物学基地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条件先进，学术气氛

浓厚。本专业课程均由学院资深教授或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副教授讲授，

课程既注重基本原理，又结合最新进展，部分课程实行双语教学，引导本

专业学生了解国内外热点科研问题，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奠定良好

的基础。本专业依托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动物学国家重点学

科，生物学一级学科自治区重点学科，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国家动物转基因技术研究中心、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内蒙

古草地生态学实验室和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及生物技术实验室、教育部哺

乳动物生殖生物学及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草食家畜繁殖生物技术

与育种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教育部优良家畜规模化繁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恩格贝绒山羊繁育工

程中心、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及生物技术、草地生态

学实验室和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技术实验室。针对本专业学生，开设专业

外语课程，在两年普通外语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阅读专业英语

书籍和文献的能力和一定专业英语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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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生物学基地专业遵循“以学生为本，重能力，求创新，个

性化培养”的教学理念，大力实施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任

务为驱动”的研讨式教学，充分发挥内蒙古大学具有的生命科学学科优势、

区域特色以及优良的师资队伍的作用，着力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品质，增

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通过推荐免试或者考试继续攻读国内外本学

科及相关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因此着重培养具备生物学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数理化基础、人文社科素质，受到扎实的专业理

论和专业技能训练，并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在生物学及相关

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及管理，并具有了解国际前沿领域研

究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

习数理化基础，生物学及相关方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接受生命科学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科学思维培养和基本技能训练，掌握扎实的科

学理论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生物技术研发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

习数理化基础、生物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以及人文社科知识，受到专业

技能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科学思维和国际化视野，掌握从事

生物学及相关领域基础科学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国主义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

人文科学素养。

2．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及基本知识，具有数理化扎实基础以及计

算机及信息科学和人文社科等方面的基本素质。

3. 掌握群体、个体、细胞和分子等不同层次上的生物学分析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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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技术。

4. 具有从事生物学相关领域研究、教学和管理的初步能力。

5. 了解生物学及其发展规划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6．了解国内外的生物学理论前沿和应用前景。

7．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具有适应社会需求、继续深造的潜能，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初步能

力。

8.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初步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9. 具备良好的英语能力，能较熟练地运用英语检索文献及阅读专业

期刊，有一定的外语交流和科技写作能力。

四、主干学科

生物学、农学。

五、专业类基础课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大学化学、大学化学实验。

六、专业核心课

植物生物学、植物生物学实验、动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实验、微生

物学、微生物学实验、细胞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实验、生物化学、生物化

学实验、遗传学、遗传学实验、生物学综合实习。

七、科研训练与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科研训练，提供科研训练条件，积极参加挑

战杯等课外学术竞赛。除根据课程教学安排的教学实践训练外，在课程学

习中以及完成基础课学习后，进入国内外生物企业进行实践，了解其产业

化及市场运作过程；要求学生毕业时完成毕业论文。

八、修业年限

学制 4 年，允许学习年限为 3-6 年。

九、毕业学分要求及结构

准予毕业总学分为 155 学分，其中

（一）通识教育课 54 学分，占总学分的 34.8%；专业教育课 9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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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学分的 60.0%，包括专业类基础课 29 学分、专业核心课 32 学分、专

业方向课 32 学分；科研训练与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占总学分的

5.2%。

（二）必修课 107 学分，占总学分的 69.0%；选修课 48 学分，占总

学分的 31.0%。

（三）实践教学环节 52.5 学分，占总学分的 33.9%。

十、授予学位

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并符合学校有关学位授予条件

者，经本人申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十一、教学计划

见附件。

十二、其他要求

本专业学生须修读 12 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覆盖“人文修养与艺

术鉴赏”“社会发展与文化理解”“哲学思维与人生领悟”“数学方法与自

然认识”“工程技术与科技创新”5 个模块，每个模块选修 2 学分。此外，

须在“人文修养与艺术鉴赏”“社会发展与文化理解”“哲学思维与人生领

悟”三个模块中再选修 2 学分。不得选修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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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物学基地专业教学计划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

课

学

分

学分结构 各学期周学时安排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通识教育必修课（应修 42 学分，共 22 门课）

190210020 大学生成长教育 √ √ √

130410060 形势与政策 √ √ √ √ √ √ √ √ √ √ √

150210010 新生研讨课 1 1 1

1304100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3 2 1 2

130410020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 2 2

13041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2

13041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2 1 2

13041005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1

3 1.5 1.5 1.5

13041005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2

3 1.5 1.5 1.5

120510011 大学体育 1 1 1 2

120510012 大学体育 2 1 1 2

120510013 大学体育 3 1 1 2

120510014 大学体育 4 1 1 2

190210010 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 2 1 1 1

120410011 大学英语 1 3 3 4

120410012 大学英语 2 3 3 4

120410013 大学英语 3 3 3 4

120410014 大学英语 4 3 3 4

120119060 大学写作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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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

课

学

分

学分结构 各学期周学时安排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140411060 大学计算机 D 3 2 1 4

190310010 职业生涯规划 1 1 1

190310020 就业指导与职业发展 1 1 1

通识教育选修课（应修 12 学分，共开设 5 个模块）

A 模块 人文修养与艺术鉴赏

8 8B 模块 社会发展与文化理解

C 模块 哲学思维与人生领悟

D 模块 数学方法与自然认识
4 4

E 模块 工程技术与科技创新

专业类基础课（应修 29 学分，共 10 门课）

140110021 高等数学 B1 6 6 6

140110022 高等数学 B2 4 4 4

140210021 大学物理 B1 3 3 3

140210022 大学物理 B2 3 3 3

140210040 大学物理实验 B 2 2 4

150118011 大学化学 1 4 4 4

150118012 大学化学 2 3 3 3

150118013 大学化学 3 2 2 2

150118021 大学化学实验 1 1 1 2

150118022 大学化学实验 2 1 1 2

专业核心课（应修 32 学分，共 13 门课）

150240010 植物生物学 3 3 3

150240020 植物生物学实验 1.5 1.5 3

150240030 动物生物学 3 3 3

150240040 动物生物学实验 1.5 1.5 3

150240050 微生物学 A 3 3 3

150240060 微生物学实验 A 1.5 1.5 3

150240070 细胞生物学 A 3 3 3

150240080 细胞生物学实验 1.5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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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

课

学

分

学分结构 各学期周学时安排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150240090 生物化学 A 5 5 5

150240100 生物化学实验 1.5 1.5 3

150240110 遗传学 A 4 4 4

150240120 遗传学实验 1.5 1.5 3

150240250 生物学综合实习 2 2 √

专业方向课（应修 32 学分，共开设 34 门课）

植物学方向选修课

150242020 植物生理学 3 3 3

150242030 植物生理学实验 1.5 1.5 3

150250270 植物系统分类学 2 2 2

150250280 植物细胞与基因工程 2 2 2

150250290
植物细胞与基因工

程大实验
2 2 4

150250300 药用植物化学 3 3 3

150250310
药用植物成分分析

实验
1.5 1.5 3

动物学方向选修课

150250320 动物解剖与组织学 2 2 2

150250330 动物生理学 3 3 3

150250340 动物生理学实验 1.5 1.5 3

150250350 发育生物学 2 2 2

150250360 发育生物学大实验 2 2 4

150240230 细胞工程 A 3 3 3

150240240 细胞工程大实验 2 2 4

150250370 动物生殖工程 2 2 2

微生物方向选修课

150250380 微生物生理学 3 3 3

150250390 合成生物学 2 2 2

150240130 微生物发酵工程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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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

课

学

分

学分结构 各学期周学时安排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夏

季

学

期

秋

季

学

期

春

季

学

期

150250400 免疫学 2 2 2

分子生物学方向选修课

150250410 分子生物学 A 3 3 3

150250420 基因组学 2 2 2

150240140 基因工程 A 3 3 3

150250150
生物技术大实验

（上）
2 2 4

150250160
生物技术大实验

（中）
2 2 4

150250170
生物技术大实验

（下）
2 2 4

150250430 蛋白质组学原理 2 2 2

跨方向选修课

150241080 生物统计学 3 3 3

150250450 普通生态学 3 3 3

150250460 环境科学概论 2 2 2

150250470 现代生物科学进展 2 2 2

150250480 生物安全 2 2 2

150250490 生物信息学 2 2 2

150250500 进化生物学 2 2 2

150250680 专业外语 2 2 2

科研训练与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应修 8 学分）

150260020 毕业论文（设计） 4 4 4

190460010 第二课堂 4 4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