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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剖析传统教学体系弊病的基础上，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等几方面讨论了遗传学教学改革的

必要性和作者的尝试。认为遗传学教学应当讲授一门课，而不只是一本书; 梳理框架，讲授知识体系，而不只是知识

点; 讲授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只是知识本身。实验教学应当开设综合性大实验，而不只是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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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discussion on reformation of Genetics teaching
XING Wan-jin，Morigen，SU Hui-min

( Department of Biology，School of Life Scienc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2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system，this report discussed the necessities and prac-
tices of genetics teaching reform． The authors suggested genetics teaching should teach a course rather than a textbook，describe the ar-
chitecture rather than knowledge points，and explain the methods to obtain knowledge rather than knowledge itself． Experiments would
b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rather than isolated experiments．
Keywords: genetics; teaching reform

本科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高素质专业人才。21 世纪生命科学飞速发展，高等学

校的生物学专业课教学内容激增，而且教科书和参考书

频繁再版。教师在授课时必须紧跟学科的发展、熟悉课

程的内容，研究和分析课程的特点和听课学生已有的知

识结构，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尽可能地在规定的学时内向学生传授更多更新的知

识，启发学生分析思考、引导学生独立实践。许多任课

教师对新时期的遗传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1 － 10］，作者

认为遵照教学大纲讲解某一本教科书的传统教学理念

和教学方法及手段已经落后于学科的发展，不能满足新

时期的要求了。新时期的本科遗传学教学应该注意以

下几点。
1 讲授一门课，而不只是一本书

教科书和参考书是基础知识的主要载体，在教学中

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完全依赖于教科书的教学其弊端

也显而易见。大学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均力求内容广博、

知识翻新，以体现本门学科的完整知识体系与博大精

深。但不同作者撰写的教科书和参考书无论在深度、广
度还是章节编排次序上均有差别，体现了该作者对某一

学科知识体系的理解、以及对本门课程本科教学目标的

理解。因此，教师如果只围绕一本教科书备课和授课，

集中介绍书上的内容，讲解基本概念和难点，虽然能够

带领学生学好这本书，并在考试卷面上得到一个满意的

分数，但学生并不一定能掌握本门课的精髓和全貌。教

师也容易蜕变为“教书匠”，一次备课终身受用，年复一

年重复教科书上的“台词”。一门课程的教学被无意中

等同于一本教科书的教学，知识体系受制于教科书的内

容与版本，亦即该书主编和编者们对本学科的理解，学

生学习的行为演变成复制某一本书的语言和教条，学习

目的演变为领会某一本教科书的教义。教学质量的高

低将主要由所使用的教科书和教师考试的要求所决定。
如果教科书的编者是本学科的大家，知识面广，综合能

力强，有较好的语言文字功底，而且紧跟学科的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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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频繁再版，教学目标基本能达到。比如国际著名的

教学参考书《genes》、《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等。
但目前国内的教科书鱼龙混杂，版本和内容陈旧、语言

千篇一律甚至互相抄袭，依靠这样的教材难以达到教学

目的。
本科生物学专业课程内容不像中学那样广泛涉略

猎却只给学生灌输一些零散的概念，而是力求介绍一个

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让学生系统地学习一门学科的基本

概念、知识体系、现象及其背后的机理、研究方法及和前

沿进展。教学的目的是要让学生了解一门学科的基本

知识体系和它的发展前沿。教师和学生就必须参考国

内外多种书籍以及最新的研究文献，并做出适当的归纳

和取舍。教师要根据自己对所承担的课程的理解和学

时数制定教学大纲，划定教学内容，然后去广泛阅读国

内外多种参考书籍以及最新的研究论文和文献综述，制

作教案和课件，并选择一本最接近教案、价格适中、内容

简明的参考书推荐给学生作为教科书。因此教科书不

是教学的全部内容和知识标准，只是众多参考书中适合

学生购买和阅读的一本而已。
遗传学是研究遗传信息的实质、储存、表现、遗传和

变异及进化的科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学科，内容最为

丰富，发展快、知识更新快。目前市面上的中外教材和

参考书很多，有以经典杂交、群体统计分析理论为主的，

有以现代分子遗传学为主的，也有囊括细胞分裂、杂交

分析和分子遗传学等内容较全面的。不同学校的教学

时数也不等，需要主讲教师根据学时选定教学内容。作

者认为要体现遗传学的完整知识体系，就应该尽可能地

把涉及遗传信息的全部知识点列为教学内容。综合目

前国内外的遗传学主流教材和参考书的内容，作者认为

至少可归纳出 25 章内容［1 － 2］，其中大部分内容应该是教

师必须讲授的，少数章节在学时数少的情况下可以不

讲，而让学生课余阅读自学，但应当纳入考试范围。比

如在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中讲解的比较详细的章节:

细胞分裂、DNA 结构、复制、转录和翻译等( 我有不同看

法，生物化学应该只讲 DNA 结构，但复制、转录和翻译

可是遗传学的中心，也就是遗传信息的储存和流动，为

什么不讲?) 。但主讲教师必须强调这些内容是遗传学

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学生说明这些内容在遗传学课程中

的地位，指导学生在自学的时候以遗传学的视角重新审

视这些内容，着重理解这些内容中遗传信息是如何被储

存、复制、传递和表达的。还有些内容在国内的教科书

和参考书中受重视的程度不够，如行为遗传学、进化遗

传学、保护遗传学、基因组学、发育遗传学等相关内容。
这几方面的内容大多是研究热点、成果较多但还不够丰

满或者还不成系统，但作者认为它们是遗传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反映了遗传学研究与发展趋势。如果学时允许

的话，还是尽量给学生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典型实验、
逻辑推理及其所得的结论，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以及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阶段选

择未来的科研方向。
2 讲授知识体系，而不只是知识点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知识体系，由基本概

念、研究方法、逻辑推理、研究结论等知识点组成，而且

有一个贯穿这门学科发展的基本骨架联系着其中众多

知识点。初次学习这门学科的学生一般只能看到这门

课中的一些新的概念和相关的结论与习题，难以从全局

上提纲挈领地把握这门课的整体框架。教师在备课和

讲课的时候要找到这条骨架，才能纲举目张、融会贯通。
学生听课才能听出头绪，听出逻辑和道理，复习的时候

才能抓住要领，找到重点，用主线把知识点串起来进行

全面梳理、理解、归纳和记忆。所以作为教师应当重点

讲授本门课的骨架，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自己去进一

步阅读充实，而不是就章节论章节、就习题论习题，甚至

在讲课的时候直接告诉学生该处考不考、复习的时候再

给学生划范围和重点，师生把授课和学习都变成了应付

考试。
作者在讲授遗传学的时候就始终把握“遗传信息”

这个中心，以“遗传信息的存储、流动、传递、变异、修复、
进化”为骨架贯穿整个课程，把 25 章遗传学教学内容分

为 4 个模块［2］，讲解遗传信息的发现、发展、横向和纵向

传递、突变与修复以及对机体和细胞表型的影响等。把

握了这个框架与主线就不至于陷入众多零散的名词和

概念的纠缠中。
3 讲授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只是知识本身

像生物学这样的实验性科学，知识体系的搭建来自

巧妙而严密的实验设计和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推理。
单纯介绍前人的实验结论和要求学生机械地记忆已有

的结论，即使学生靠记忆取得了个好分数，也只能算是

训练出了较好的学生，而不是学者，这样的学生往往高

分低能。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要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今天在学校或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明天就可能过时，未来

的知识要靠学生自己去独立获取乃至创造。因此作为

教师要着眼未来，培养学生主动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介绍为本门学科做出重要贡

献的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使学生学会科学思维并养成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教师

还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积极地追踪本门课中的研究

热点和最新研究进展，学会查阅资料并加以归纳、分析

和总结，及时获得新知识。作者在讲授遗传学时十分注

意讲解遗传学中一些里程碑性的实验( 如细菌转化实

验、豌豆和果蝇杂交实验、噬菌体基因内作图实验等) 的

设计思路和科学家对实验结果的分析推理，引领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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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师们的思考方法，并要求学生讨论如果自己是实验

者的时候如何分析类似的实验结果。同时也给学生介

绍某些研究方向的最新论文的实验设计思路，如 X 染色

体失活、DNA 复制、染色质重塑等。
4 做综合性大实验，而不只是小实验

生命科学是实验科学，实验教学在生命科学教学中

应当占相当大的比重。但由于传统观念重理论而轻实

验和实验经费不足，传统的实验教学一般都是附属于某

一门理论课的“教学补充”，而不作为一门独立教学的

课。只在理论课的内容中开设几个经典的实验，且往往

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变，严重地落后于生命科学本身的发

展。任课教师为了避免学生自己操作可能造成的试剂

浪费和节省教学时间，一般都采取上课前由实验技术人

员准备好所需要的材料、试剂和溶液及干净的器皿，学

生上课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和观察即可。在这样的实验

课上学生仅仅是看到了实验结果，难以学到完整的“实

验”，也就无法对实验结果的成败原因进行分析讨论。
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科学实验的设计原

理和操作方法以及对实验结果的科学分析。因此实验

教学应当强调在教师的引导下给学生以尽可能多的独

立操作机会、乃至独立设计实验的机会［3 － 5］。近年来我

们遗传学实验改革向着综合性大实验和学生独立操作

的方向推进，内容有果蝇杂交分析、小鼠染色体制片与

分带及 FISH、人 PTC 尝味性状测定和尝味基因 DNA 扩

增及基因型判定等。学生能够学习经典杂交、细胞遗传

学和分子遗传学三个层次的基本实验操作。我们只给

出实验方案和操作步骤，负责答疑和对实验结果的把

关，学生独立思考安排自己的实验进程、独立配制试剂

溶液、独立操作完成。教师只负责答疑和对实验结果的

把关。
总之，遗传学内容丰富、更新快，遗传学理论教学应

当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目标，给学生讲授全面而完

整的知识体系，适当介绍新成果，重点讲解遗传分析原

理。实验教学应当用综合性实验做平台给学生独立思

考和独立操作机会，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和实践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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