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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研究生课程教学区别于本科教学的新高度、新要求和新期待, 依托分子细胞生物学

良好的理论教学基础, 充分把握课程发展趋势, 引导学生扩展知识外延并洞悉学科前沿, 探索出将模块化

教学设计与微课应用相结合的研究生课堂教学新模式。在分子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实践探索中, 发现该

模式对激发研究生学习兴趣、增进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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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height,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expectations of postgraduate course differ-
ing from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lying on the good theoretical teaching foundation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we 
ful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urse, guiding students to expand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 and insight 
into the forefront of the subject, and explore a new mode of postgraduate classroom teaching that combines modu-
lar teaching design and micro lesson applic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it 
is found that this mod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timulating gradu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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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与其他层次的教育存在着极大的

差异, 其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科研

人才和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而目前国内研究生教

学效果不够理想, 与对课堂教学的重视度不够和学

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存在着很大的关系。一直以来社

会对研究生的教育充满着新要求和新期待, 在此笔

者依托分子细胞生物学良好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基

础, 充分把握课程发展趋势, 引导学生扩展知识外延

并洞悉学科前沿, 探索出一个将模块化教学设计与

微课应用相结合的研究生课堂教学新模式, 并对该

模式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开展评价。

1   微课简介
美国北爱荷华大学MCGREW教授于 1993年

提出“微课程”的雏形, 2008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圣

胡安学院的PENROSE提出了“Micro-Lecture”的概

念, 国内有专家将其翻译成微课程, 自此打开了我

国对微课的探索[1]。微课作为一种随着信息化时

代发展, 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深化, 而应运而

生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 在高等教育的课堂教学, 
特别是研究生的教学中, 应用越来越广泛。将移动

学习、零存整取的微课学习及模块化教学设计有

机结合, 应用于硕士研究生分子细胞生物学课堂教

学改革, 对创新课堂新体验, 实现研究生课程教学

的提升以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2   微课应用在研究生教学中的可行性
为改变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主动性欠缺的局

面, 适应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改革, 我们设计的该

教育模式优势显著, 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阐述微课

在研究生教学中的可行性。

2.1   外在条件

教育环境方面,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大力

支持, 使教育事业紧跟时代进步、蓬勃发展; 在教育

基础设施上, 高校多媒体统一教学授课平台条件已

然完备, 为微课资源定制与微课学习模式的施行提

供了重要的硬件基础[2]; “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进

步, 资源共享、信息共享等便利条件为微课的前行

铺平道路; 微博、微信、TIM等交流通讯软件及钉钉、

WPS、Photoshop等办公软件助力微课设计与制作, 
为微课溶入教学提供基本的硬件支持。

2.2   内在条件

于学生而言, 因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的差异, 统
一授课劣势凸显, 微课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个

性化学习的差异需求, 可循序渐进。研究生课程班

级学习人数与本科生相比大为减少, 且具备了一定

的专业基础知识, 减少基础知识宣讲, 强化重点消

化, 因此课堂教学是知识的拓展、视野的延伸。微

课教学的视觉感官较传统教学强烈、方法独特, 且
适合线下微时学习, 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角

色定位由传统教学以老师为主角转换成微课程中的

以学生为主, 微课中老师起到引导课程主题进展的

作用[3]。学生变成了知识的探究者、发现者、感悟者、

体验者及传递者,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性记忆及

创新性思维的开发。

3   分子细胞生物学模块化设计和微课应

用实践研究
3.1   模块化主题内容的设计

模块化主题的选择至关重要, 合理的主题设计

是关键的一步。需要考虑至少三个要素: 主题的广

泛性、内容的难易程度和教学对象。内容模块化划

分依托老师良好的教学基础, 运用系统模块化设计

原理, 依据课程教育和管理功能, 科学地将内在逻辑

联系紧密, 学习方式要求和教学目标相近的教学内

容细分为彼此独立的不同模块, 组合形成个性化模

块化课程体系[4]。在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中, 我们提

出了模块化和“部分游离教材”[5]的细胞生物学教学

体系, 此教学模式注重教学内容和前沿知识的结合。

在分子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中, 实践研究表明, 前期

准备重点在主题设计上, 要结合本课程特点, 发挥老

师的关键作用[6-7]。主题设计要适合模块化设计原则, 
整个课程分为四个单元模块, 分别为分子细胞生物

学进展与趋势单元、分子细胞生物学重要生命活动

调控单元、细胞通讯与互作单元、细胞分子进化单

元。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分子细胞生物学进展与趋

势单元: (1)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与热点; (2)分
子细胞生物学相关诺贝尔奖专题教学; (3)分子细胞

生物学前沿实验技术等。分子细胞重要生命活动调

控单元: (4)细胞周期与DNA修复; (5)减数分裂及其

调控机制; (6)细胞分化与干细胞; (7)细胞衰老和死

亡调控; 细胞通讯与互作单元: (8) 细胞与信号; (9)细
胞与环境互作–逆境分子细胞学; (10)细胞功能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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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的定向转运; 分子进化单元: (11)生态适应与细

胞进化; (12)多倍体与物种进化(图1)。研究生有了

一定的理论基础, 再结合选课学生的专业方向, 动态

调整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四个单元模块。其中前三个

单元模块为基础单元, 为所有专业方向必学的模块; 
第四单元为灵活调整单元, 可以根据专业方向进行

灵活的选择学习。我们选择信号转导作为其中一个

模块内容, 主要是因为该部分的内容适合绝大多数

专业方向。没有列入教学设计的单元会指导学生课

外自学, 作为课外作业提交。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在

有限的时间里, 既对重难点知识做到重点剖析, 通过

课外作业的补充又可扩展知识的覆盖面。

以减数分裂及其调控机制为例, 剖析教学设计

的细节安排, 整个设计按照90分钟计划。选择该模

块的小组共有4名同学, 她们将进行具体的分工, 其
中小组长负责准备减数分裂相关基本知识的设计

及解析(15分钟), 确保同学们对该模块的内容有整

体的把握; 2个同学负责微课的设计及讲解, 主要分

为减数分裂与有丝分裂的区别与联系、减数分裂研

究进展、控制减数分裂的基因大揭密、减数分裂调

控与应用、动植物雄性不育的调控等内容(每个主

题10分钟, 合计50分钟); 最后由1个同学负责模块化

的衔接, 主要将该部分的内容与细胞核、细胞周期、

细胞分化中命运决定等相关知识衔接起来, 做好知

识的横向和纵向的联系, 同时站在学生的角度对各

位同学的表现给予点评(10分钟)。教师最后做归纳

总结, 根据模块知识解读、微课设计、模块衔接3部
分同学们所忽略的、讲解不够深入以及需要进一步

拓展的内容等, 与同学们进行自由的互动和讨论(15
分钟)。
3.2   模块化内容主题的微课设计

微课的设计制作是前期准备工作的核心, 老师

结合实际教学经验和对课程的熟练把握对微课进行

主题划分后, 师生角色翻转, 老师完成从“信息的传

递者”到“学习的组织者、主导者和促进者”的角色

转变, 学生是课堂主体。学生由之前的“被动”变“主
动”, 开始发挥主体能动性, 成为微课设计的实施主

体。总体来说, 微课设计包含三大部分内容, 结构设

计、内容设计和界面设计[8]。微课具体设计流程模

式如图2。
在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实践中, 我们曾提出建

立“金字塔–棋盘复合式”[9]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体

系, 实验教学既强调单门课程的知识逻辑连贯循序

渐进的金字塔格局, 又强调与其他相关课程的棋盘

式交叉。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微课设计内容方面强调

综合交叉, 不仅仅局限单一的知识点, 而是更加强调

图1   微课的单元模块设计

Fig.1   Unit Module Design of Micro-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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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综合应用。呈现形式上也更加多样丰富, 借
助多媒体技术, 结合教学目标、文献内容及课程特

点, 不局限于仅仅使用PPT汇报, 还可以穿插视频制

作、音频播放和动漫展示等, 进行金字塔–棋盘复合

式内容构建, 使其设计兼知识性、趣味性、简明性

原则。

澳 大 利 亚 新 南 威 尔 士 大 学 的 心 理 学 家

SWELLER[10]于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认知负荷理

论”(cognitive load theory, CLT), 该理论认为: 个人

的专长、学习材料的复杂性和学习材料的组织呈

现方式都是影响认知负荷的基本因素。结合模块

化设计和微课应用特点, 为提高教学效果, 可以从

控制内在认知负荷、降低外在认知负荷和提高相

关认知负荷这三个方面来优化微课展示活动中学

生的认知负荷结构[11]。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分子细胞

生物学模块化设计和微课应用实践, 每个同学均有

自己的核心任务, 又是整个教学环节中的不可缺少

的单元。既发挥了学生个性化的能动优势, 又锻炼

了各成员之间围绕一个整体的任务进行沟通、协调、

衔接、反馈的能力。“关联知识”、“即时知识”和“松
散知识”及“文献知识”相结合的前期设计准备工作, 
让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思维的能力得到培养, 知识

的整合能力和汇报演讲的技术得到锻炼。

3.3   主题汇报和教学反思

主题汇报在该教学模式中处于最核心位置, 包
括介绍、讲解和总结三个部分, 是反映讲解者对内

容的熟悉掌握程度、课前准备的力度、对模块化问

题的理解高度、临场应变能力和演讲技巧的综合。

汇报需要把握时间限制和重点内容突出, 详略得当, 
不宜长篇累牍, 机械式汇报, 巧妙运用演讲技巧与方

法, 绘声绘色地展现微课设计。

教学的反思应贯穿整个课堂设计, 包括微课制

作设计的反思、主题汇报的反思和总结归纳的反思, 

反思的主体既包括老师, 又包括学生, 可以从教学准

备、教学环节、教学行为、教学问题和教学评价五

方面进行思考。模块设计的教学设计可能会舍弃部

分知识、微课也相对短小, 更多地体现了灵活、松散、

相对碎片的特点。因此为了避免知识整体性和连贯

性的不足的问题, 在课程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整

体覆盖、重点剖析的原则, 将整个任务划分为综合

知识解析、微课制作讲解及模块化衔接三部分。其

中小组组长负责综合知识的设计及解析, 花简短时

间向组员讲述模块基本知识, 确保同学们在短时间

内对该模块的内容有整体的把握; 微课制作讲解利

用其生动、短小、灵活的特点, 加深重难点知识的

理解, 为课堂注入一些新的活力与源泉; 以学生视觉

的模块化衔接及点评可以促进学生相互之间智慧的

碰撞, 解决相关知识横向纵向关联, 促使学生将已经

学习的知识成束成网不再孤立。最后教师的点评和

总结可以补齐学生视角所忽略的一些问题, 将不同

学生呈现的不同侧重的知识进行归纳, 为这个严谨

而又灵活的课堂画上圆满的句号。

3.4   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

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是以考查学生学业成绩

为主的纸笔考试形式, 学生死记硬背即可应付, 缺乏

对学生的多元化、人性化和动态化的评价[12]。而我

们设计的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方式, 分老师考核、

学生评价考核和自我考核。老师考核主要以两种形

式评价。一是教师角度的评价, 主要就选题设计、

微课设计、讲解主题的效果与讨论效果, 该部分占

比30%; 二是学生角度的互相评价考核, 在该课堂设

计中, 学生是双重身份, 既是课堂的体验者, 同时又

是课堂设计的主角。在每个主题的展示结束后，学

生可以根据个人体验进行自评和评他，该部分占比

40%; 三是教师和学生双重角度, 针对所学内容, 自
由选择感兴趣的模块, 评价其提交的学术论文质量、

图2   微课的设计与开发模式图

Fig.2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diagram of Micro-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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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讨论积极性与提出观点的代表性等, 此部分占

比30%。

4   模块化设计和微课应用的展望
将模块化教学设计和微课应用于研究生的分子

细胞生物学课程中, 经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和学生评

价反馈证明, 这种新型教学模式有着良好的教学效

果。课程教学大体模式参照“一个主题讲解(综合知

识讲解), N篇文献和N个微课(重点剖析)”, 一个模块

衔接(横向纵向关联)”的形式来完成课堂教学。微课

程主题内容的设计主要运用模块化思维, 每个模块化

主题都具有课程的代表性、有知识的衔接性、有逻

辑的连贯性、亦有知识的独立性。每个模块展现为

独立的、完整的教学单元。具体实施教学基本过程

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内容: 模块化主题设计→微课

设计→主题汇报和教学反思→多元化评价考核。

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一直都是教育改革与

发展中的重点, 教学模式的改革, 绝不仅仅是学生的

角色换位与被动变主动的学习过程, 还是结合信息

化时代对新型素质教育的综合体现, 为此需要在开

放式教学创新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上保证教学方法自

由化、教学资源共享化和教学与导师团队多元化, 
并充分整合利用地方各层次高等院校教学资源、地

方产学研资源和地方科研特色优势资源[14]。模块化

教学设计和微课应用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的

改革, 还是一种教学理念与学习理念的更新, 要求学

习者线上与线下密切结合、碎片化学习与系统化学

习相结合、移动学习与课堂学习相结合, 分散模块

化学习与合作讨论式学习相结合。该模式未来的应

用实践和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以期逐渐

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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