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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双语教学改革的实践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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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对遗传学双语教学的教材选择 ,教学内容 ,教学手段和方法 ,考核办法及教学效果等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并

分析了双语教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 提出了双语教学改革应该在教务管理部门统一组织下 , 立足于本校的办学条

件 , 从低年级开始系统地开展 ,任课教师根据师生的英语水平 ,积极摸索教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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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andcomprehensionofthebilingualteachingofGenetics
XINGWan-jin, Morigen, SUHui-min, HUTing-mao

(DepartmentofBiology, SchoolofLifeSciences, InnerMongoliaUniversity, Hohhot010021, 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 waysofselectionoftextbook, teachingcontent, teachingtoolsandmethods, assessmentmethodsandeffec-

tivenessofbilingualteachingofgeneticswerediscussedandsummarized.Theproblemsfacedbybilingualteachingreformwerealso

analyzed.Thebilingualteachingreformshouldbesystematicallycarriedoutfromfreshmentoseniorbasedontheschoolconditionsand

Englishlevelsoftheirteachersandstudents, supervisedandorganizedbytheeducationalmanagementdepartments.Theteachers

shouldbeallowedtoexploretheway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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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主要是指在学校中全部或部分采用外语

(英语)讲授非语言学科的教学方式 [ 1] 。现代生命科

学知识几乎都源于西方国家 ,更新和发展也主要来自

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成果 ,成果的发表和学术交流主

要使用英语 ,其中遗传学发展最快。因此为了让学生

能够及时了解和学习生命科学的最新成果 ,跟上时代

的发展 ,遗传学应该是生命科学中最需要进行双语教

学的课程之一 ,国内不少高等院校的遗传学课程都进

行了双语教学改革并取得了一些适合于本校的经

验
[ 2-10] ,我校从 2004年开始进行双语教学改革 ,遗传

学也是首批立项的课程之一 ,经过 6年的探索与实践 ,

我们也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于我校师资 、生源和办

学条件的遗传学双语教学教改模式。

1　遗传学双语教学的教材与教学内容

我们认为综合性大学的遗传学课程应当以讲解

“遗传信息的物质基础及其运动规律 ”为中心 ,全面细

致地讲授遗传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课程内容应当全

面而避免偏重某一方面 ,为学生将来选择自己的研究

方向奠定宽厚的基础。根据这一指导思想 ,我们选用

教育部推荐的国外优秀原版教科材 《EssentialsofGenet-

ics》(5thed., WilliamS.Klug, MichaelR.Cummings.

PearsonEducation)。本书的教学内容除了孟德尔定律

及其扩展 、连锁互换与遗传作图分析 、DNA与染色体

的结构 、基因结构与基因表达的调控 、遗传密码与基因

突变和修复 、重组与转座 、数量性状遗传与群体遗传 、

癌症与发育的遗传学基础 、基因组学等典型的遗传学

教学内容外 ,还包括细胞分裂 、遗传与进化以及遗传多

样性及其保护。内容全面 、深度较浅 、语言规范 、表述

通俗易懂 ,适合本科生阅读。其中的细胞分裂部分虽

然在细胞生物学课程里要讲解 ,但我们认为它实质上

是最基本的遗传现象 ,应该从遗传学角度进一步认识 ,

进化是遗传物质的变化与积累 ,是遗传信息的发展之

路 ,认识和保护遗传多样性是当前生命科学的紧迫任

务之一 ,所以笔者始终坚持保留这三部分内容。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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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 73.2%的学生认为相对于自己的英文

阅读水平 ,本教材的难度适中 ,但也有 2%的学生不读

原版教材 ,而是完全依靠中文参考书。

2　遗传学双语教学的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主要采取教师讲授 ,课堂适当

组织一些讨论 ,让学生对一些热点问题用英语发言 ,但

因为只有很少学生愿意在这样的讨论中发言 ,所以不

主张大量开展这种讨论 ,以免浪费大多数学生的时间。

我们以 “遗传信息(geneticinformation)”为中心 ,以 “各

种生命活动都是遗传信息的展开 ,并为遗传信息的传

递与进化而服务 ”为视角讲解各章内容 ,以 “遗传物质

的组成和结构及其所承载的遗传信息的传递与变化 ”

为主线统领各章内容 ,以讲评书的手法使课堂之间建

立关联 ,让学生体会到遗传学课程是一个关于生命信

息的组成与活动规律的完整故事。主讲教师既要深入

浅出地紧扣 “遗传信息 ”和 “遗传物质 ”讲授各章的基

本内容 ,又要适当地介绍这些内容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

激发学生对本学科基础知识和科研的兴趣。

我们采用多媒体教学 ,使用全英文 PPT课件。课

件以章节标题为提纲 ,关键词和基本概念作框架 ,主要

使用照片 、自画图片 、表格 、动画和视频来阐释知识点。

为了减小文件体积并使图片清晰 ,我们在 PPT里模仿

原图绘制了绝大部分插图 ,例如细胞 、染色体 、DNA

等 ,以配合讲解基本结构和概念。我们还自制了许多

PPT动画来讲解变化过程或相互作用 ,如染色体分离 、

组合 、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变异 、基因复制 、调控 、转录 、

翻译 、重组 、突变与修复 、进化等内容。同时也收集了

大量带有英文语音讲解的 mov和 swf格式的动画。这

些都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听课注意力 、增加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 ,有助于学生理解内容 ,尤其是对那些英语听

力不太好的学生 ,效果更佳。

专业课双语教学的首要目的是学习专业知识 ,英

语只是手段。在课堂英语口语的使用比例上 ,我们认

为用多少英语口语不能取决于教师能说多少 ,主要看

学生能否听懂专业知识。我们知道即使是英语系的课

堂教学 ,教师也不全是用英语口语授课。我们都有听

英美学者作专业讲座的经历 ,知道在座的学生需要什

么样的英文和专业知识基础才能听懂 ,至少那些勉强

通过 CET4级或者 CET6级考试的学生很难听下来。

因此一个合格的双语教学教师除了具有一定的英语听

说读写能力外 ,还要根据大多数学生的英语词汇量和

听力水平来决定课堂上使用多大比例的英语口语。笔

者教授过的 6届近 300名基地班三年级第一学期的学

生中 ,达到 CET6级的学生只有 19.8%,通过 CET4级

的占 65.3%,有 13.3%的学生连 CET4级都未通过。

8.9%学生从不课前预习 , 75.7%的学生偶尔预习 ,只

有 15.3%的学生总是课前预习。鉴于多数学生的实

际英语水平和听课习惯 ,笔者曾经尝试过从全英语口

语 、英汉各半到全汉语口语授课 ,并对学生听课效果进

行回访 ,大多数学生不赞成全英语口语 ,认为课堂听懂

是关键 ,读懂英文教科书本身就有难度 ,如果课堂听不

懂 ,本门课有可能完全荒废。最后笔者采取了英汉混

用 ,用汉语叙述逻辑 ,但专业名词和概念坚持只读英文

的折中方案。 “课程问卷 ”调查 , 72%的学生认为进行

双语教学最大的障碍是虽然教师能够胜任 ,但学生的

综合英语水平跟不上 ,只有 13%的学生认为教师和学

生的英语都够用 ,另有 13%的学生认为教师和学生的

英语水平都不够。普通高校的大多数专业课任课教师

不具有英语国家多年留学的背景 ,能达到 TOEFL、雅思

和 WSK等目前通行的出国英语考试合格要求的教师

很少。授课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也亟待培训和提高 ,

目前应该允许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英语能力选择使用

英语口语的比例 ,尚不宜提倡或强求教师用全英语口

语授课。

要想全面掌握一门课的基本内容 ,仅靠课堂听讲

和阅读教课书还是不够的。专业课学习除了教科书以

外还需要学生阅读大量相关的专业参考书。这对双语

教学尤为重要 ,学生在难以读懂原版教科书的内容时

需要参考相同内容的英文参考书或者汉语书籍帮助理

解。我们的课程为学生指定一些优秀的中英文遗传学

参考书 ,中文的有 《现代遗传学 》(赵寿元 乔守怡 ,高等

教育出版社 )和 《遗传学 》(王亚馥 戴灼华 ,高等教育

出版社),英文的有 《PrinciplesofGenetics》、《Concepts

ofGenetics》、《FundamentalsofGenetics》、《AnIntroduc-

tiontoGeneticAnalysis》等。鉴于英文参考书在图书馆

的册数很有限 ,我们从网上收集了大量的电子版遗传

学参考书 ,如 《PrinciplesofGenetics》、《Genetics:from

genestogenomes》、《ModernGeneticAnalysis》、《AnIn-

troductiontoGeneticAnalysis》、《GenesVII》、《GenesVI-

II》、《Genetics:Aconceptualapproach》、《Genetics-Prin-

cipleandAnalysis》等 ,放到内蒙古大学网络教学平台

上供学生下载。

我们认为高年级专业课的双语教学还应当考虑学

生进入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深造的要求。我校接受遗传

学双语教学的学生是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基地班 ,是

生命学院成绩最好的学生。他们毕业后的志愿基本上

是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由于与基因有关的课题是当

今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 ,对研究生的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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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英语阅读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在几年里共

收集了与遗传学研究有关的英文研究论文和综述文献

全文 200多篇 ,有意识地布置翻译全文并查阅 《Na-

ture》、 《Naturegenetics》、 《Naturereviewsgenetics》、

《Heredity》、《Genetics》等刊登遗传学研究相关论文的

世界知名学术期刊翻译摘要作为课外作业的一部分 ,

要求在教学论坛上发表 10条以上与遗传学有关的帖

子(引用的话要注明准确的原始网页链接),作为衡量

学生查阅英文文献和自主探究能力的指标之一。这样

既学习了专业外语和知识又为学生应对考研面试和读

研阅读文献奠定了基础。

3　遗传学双语教学的考核

遗传学双语教学考核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

绩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我们经过 6年来的编撰和整

理 ,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个约有 1000多道题的英文考试

题库 ,有选择题 、填空题 、判断对错题 、名词解释 、简答

题和论述题等多种题型。既可供组织试卷又可在线模

拟测试。另有 PPT格式和 Flash格式的习题放到网络

教学平台上供学生下载。期末考试使用全英文试卷

(闭卷),一般包括 30个选择题 (考查知识面 )、5个名

词解释(考查基本概念)、9个简答题(考查重要的原理

和应用 )、1个综合分析题 (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能

力), 150分钟 ,不允许带词典 ,鼓励用英文答题 ,卷面

为 100分 ,占总成绩的 70%。特点是题量大 、每题得分

值小 、覆盖面广 、难易结合 ,试题特别注重考察对遗传

学实验数据的分析和用遗传学原理解释问题的能力 ,

死记硬背的题很少。这样覆盖面大和注重能力的考试

使学生的成绩不会因复习偏 、猜题失误或只抓重点而

发生异常。平时成绩包括习题作业 、文献全文和摘要

翻译 、综述写作 、遗传论坛发言等 ,每一项都有具体的

分值 ,总分 100,占总成绩的 30%。 6年来学生的平均

总成绩中 0-59分占 7.8%, 60 -69分占 30.7%, 70 -

84分占 51.2%, 85 -100分占 13.3%(其中 90分以上

占 7.3%),成绩分布接近正态分布 ,较客观地反映了

学生的学习状况。

我们没有把英文考题翻译成中文在其它班的遗传

课考试中进行成绩比较 ,所以暂时无法确定用英文出

考题本身是否会影响学生的成绩。但我们确实发现大

部分成绩低的学生在答题时有明显看不懂问题的英文

句子的情况 ,所答非所问。而成绩最好的学生却往往

不是班里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最好的学生 ,仍然是综

合学分积点高的学生(即一贯学习用功 ,各门课成绩都

好的学生),不及格的学生基本都是连平时作业都不仔

细完成甚至不愿意提交的学生。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

期末考题设计和课程考核方案能够反映出学生学习的

真实情况 ,另一方面也说明专业课的学习 ,即使是用英

语进行双语教学 ,影响学生结业成绩的主要因素还是

学生自身的学习态度和用功程度。

我们持续对每届学生的无记名调查结果也反映出

学生已经认同本门课的双语教学改革:76.7%的学生

认为遗传学双语教学有意义 , 81%的学生对遗传学双

语教学效果基本满意。学生在考研专业外语复试和读

研查资料作报告的时候更有感触 ,纷纷反馈他们在双

语课上受益匪浅。这成为激励笔者坚持双语教学改革

的最大动力。

4　展望

双语教学改革除了教师个人摸索外 ,学校应该按

照教学规律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地开展双语教学 ,而不

是单纯规定双语教学课程占全体课程的比例。笔者在

调查中发现 72.2%的学生认为应当从低年级就开展

双语教学。如果在低年级的主干基础课就接触双语教

学的话 ,到高年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专业英语词汇和

阅读能力 ,再参加专业课双语教学就不会这么吃力。

另外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如何配合专业课双语教学改革

也是学校应当考虑的问题。总之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

学校的师资与生源的英语能力差别很大 ,立足于本校

的办学条件 ,摸索一条有学校特色和专业特色的双语

教学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需要从业教师和学生的互相

磨合以及管理层的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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