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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在

《细胞生物学》课程中的应用
翁美芝  刘升长  谢燕飞  舒青龙  彭淑红*    郑里翔*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南昌 330004)

摘要      长久以来, 《细胞生物学》课程的教学大多沿用传统教学方法, 即主要以教师讲、学生

听为主, 此教学方法强调对知识的传承, 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在新形势下, 自
主学习能力是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重要的生存能力, 对当代大学生来说,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比知

识的获取更为重要。针对《细胞生物学》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 该文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为

着眼点, 在教学过程中, 采用问题讨论式教学结合思维导图教学的教学模式, 改变一考定成绩的考

核评价体系, 初步探究了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模式。实施效果

表明, 该教学模式达到了预期教学目标,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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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in the Course of Cell Biology

WENG Meizhi, LIU Shengzhang, XIE Yanfei, SHU Qinglong, PENG Shuhong*, ZHENG Lixia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teaching method of Cell Biology course is mostl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mainly speaking by teachers and listening by students. This teaching method emphasizes the in-
heritance of knowledge, but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is not fully exerte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ndepen-
dent learning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survivability of modern society with fierce competition. For contemporary col-
lege students,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teaching mode of Cell Bi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dopted the teaching mode of question discussion teaching combined with mind map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changed the assessment system and preliminarily explored the teaching model of 
Cell Biology course aiming at cultivat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mode has reached the expected teaching goal, which is helpful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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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四大前沿学科

之一, 是高校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 也是诸

多综合性大学和研究院生物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必考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是以细胞为研究对象, 
从细胞的整体水平、亚显微水平、分子水平研究细

胞和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 探索生物体细胞发生、

发展、成长、衰老死亡的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1-2]。

多年来, 生命科学一直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阶

段, 知识更新快, 教材更新速度远赶不上知识更新速

度。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不能及时地反映在教

材中。此外, 《细胞生物学》课程内容理论性强、抽

象晦涩难懂、知识点繁多, 学生难以理清其内在联

系以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如何在有限的学时

内, 使学生既能系统掌握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知识, 同
时又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使其能自主学习到新知

识、新理论, 成为《细胞生物学》教学中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题。因此, 改变原有教学模式, 探索新的教

育教学方法, 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结合教学经验, 研究了问题讨论式教学和

思维导图教学这两种教学方法在《细胞生物学》课

程中的应用, 采用多元评价考核体系, 初步探究了旨

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细胞生物学》课程教

学模式。

1   问题讨论式教学
问题讨论式教学是针对《细胞生物学》课程

中的重点、难点和学科前沿知识, 由教师设计问题、

学生分组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问题, 然后通过课后查

阅资料、讨论进而解答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图1)。

问题讨论式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实施步骤 : 
(1)教师依章节内容, 每章设计6~10个综合性的问题, 
并在章节结束时提供给学生 , 题目围绕教学大纲的

重点和难点进行设计 , 同时兼顾学科前沿 ; (2)学生

分组并选题: 将学生按照人数进行分组, 每组3~4人, 
并选出组长和评委。小组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 ; (3)小组成员课下利用网络资源和图书馆的图书

资源去搜集资料、查阅资料 , 每位成员将自己所查

阅到的资料及对问题的解答独自制作成 PPT课件 ; 
(4)各小组组长召集本小组成员就该小组所选择的

问题进行课下组内讨论 , 组员通过集思广益和取长

补短 , 形成小组汇报的PPT课件 , 组长详细记录该讨

论过程并整理成文字材料 , 上交讨论记录 ; (5)小组

派代表以PPT汇报的形式在教师授课前对问题进行

课堂解答 , 汇报时间要求控制在5~8 min; (6)每组选

派评委对汇报组进行打分 (包括对本组 ), 每组的得

分为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取平均分, 计入小组成员

的形成性评价成绩。评分原则 : PPT课件制作50分
(做了PPT且问题要点基本呈现可得30分 , 在此基础

上酌情加分, 最高可以得到50分)。问题的解答50分
(基本能将问题讲解清楚可得30分 , 在此基础上酌情

加分 , 问题剖析透彻、解答完整且具逻辑性最高可

以得到50分 ); (7)总结点评 : 其他小组的同学以及教

师就该小组的汇报展开提问 , 汇报人及其小组成员

予以回答。教师就小组查阅资料、讨论记录、PPT
制作以及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解释的准确性、表述

的简明性等方面做适当点评 , 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

认识问题 , 同时帮助其提高PPT制作和讲解的能力。

此外, 教师及时总结本次讨论, 以便在今后教学实践

图1   问题讨论式教学流程图

Fig.1   Question-based teaching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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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扬长避短, 提高自身教学水平。

根据学生针对问题讨论式教学提交的体会和

建议, 可以发现该教学方法是受欢迎的, 且具有诸多

优点。该教学方法的实施, 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氛围, 
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还可以锻炼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如搜集资料、查阅资料、筛选分

析信息并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可以锻炼学

生与他人沟通、交流并进行合作的能力, 进而培养

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此外, 学生上台讲课的经历, 
可以很好地提升他们的胆识, 锻炼他们的归纳总结

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对于小组长而言, 还可以很好

地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

学生反馈的建议表明, 该教学方法也存在需要

完善和改进的地方。 第一, 材料的搜集和查阅过程

耗时多, 因此增加了学生的课业压力。第二, 在讨论

的过程中, 积极的同学表现活跃, 乐于分享和参与讨

论, 内向的同学则按部就班地走流程。

综上, 问题讨论式教学值得提倡, 但在学生课

业压力太大的情况下, 应适当减少讨论次数, 侧重讨

论质量, 设法提高每位同学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2   思维导图教学
思维导图, 又称心智图(mind map), 是英国著名

教育学家、堪称世界“记忆之父”的东尼·博赞(TONY 
BUZAN)创立的一种辅助思考和记笔记的图示工具, 
其最初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有效地进行笔记记录[3]。

思维导图能够帮助人们分析问题、整理思路和快速

学习, 其用直观的逻辑层级关系图取代枯燥繁杂的

文字信息, 有助于理解和记忆[4]。思维导图利用图

式、关键词及相关线索, 简洁地再现大脑思维的过

程, 它通过对比、联想、归纳、总结等方式, 展现知

识点间的内在关联, 从而加深个体对知识点的理解

和记忆[5]。构建思维导图的过程, 就是大脑进行发散

性思维、知识理解、重构和概括总结的过程。这一

过程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以及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相当有益。

近年来, 随着教学信息化的实施, 思维导图作

为一种可视化的教学辅助工具在各个学科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其在建构知识体系、把握知识脉络、训

练思维能力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对于《细胞生物学》课程的学习, 由于受课时

的限制, 课堂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往

往都是三五节课讲一大章的进度, 这必然会导致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零散且不牢固, 学生难以在课堂上

掌握全部教材知识。再加上《细胞生物学》课程具

有知识点多、易混淆且难记忆等特点, 如何让学生

将《细胞生物学》知识系统有效地记忆在大脑中, 
成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关注的问题。

将思维导图引入《细胞生物学》课程的教学, 
不仅丰富了传统教学方法, 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思维导图是课后复习的一种方式, 教师

鼓励学生课后利用思维导图对课堂上所学知识以及

课堂上未讲解的教材知识进行梳理、提炼、重加工、

分析和归纳总结。学生通过阅读教材, 查找关键词

和核心内容, 从整体和细节两个层面掌握教材的知

识框架全貌, 把握知识脉络和关键知识点, 将多个零

散的知识点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系统, 理清所学内

容的内在联系, 最终形成一个直观可视化的知识框

架, 绘制成章节思维导图并上交。思维导图绘制过

程能显示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教学重点及难点的

掌握程度, 教师可以以此为依据进行评分, 并将此评

分按一定比例计入形成性评价成绩。

目前, 可用来绘制思维导图的软件有很多种。

在我们的课程教学中, 鼓励学生以Xmind软件作为

思维导图的绘制工具。Xmind是一款轻量化的思维

导图软件, 它有完全免费的开源版本。其独有的功

能特点使绘图简单易学, 可以轻松上手。Xmind具
有“共享”和“批注”功能, 学生将自己做好的Xmind文
件发送给同伴或者老师, 可以获得意见或建议, 进而

反思并再次修图。此外, Xmind可以将一个超级大

的思维导图打印在多张纸上, 然后把各部分拼接起

来。这样, 我们可以将一个章节甚至是一本书的内

容全部绘制在一副大图上, 对着这幅图, 很快就能找

到关键的知识点, 这对于学生期末复习和研究生阶

段备考都非常有帮助。

我们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在学期的第一次

课, 跟学生详细介绍思维导图, 并将“Xmind软件”以
及“Xmind简易教程”上传至班级QQ群共享; (2)学生

分组: 分组同问题讨论式教学; (3)在每一章节教学

结束后, 要求每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独自绘制章节

的思维导图并于下次课前上交电子版思维导图给教

师; (4)教师对学生所做的思维导图进行反馈, 了解

学生的学习态度、对教材知识的掌握情况, 及时发

现图中的错误并督促学生修正; (5)在下一次课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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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教师任意抽取一组到讲台上以思维导图的形式

回顾总结上一章节的主要内容, 小组总结时间一般

控制在5~8 min; (6)每组选派评委对其进行打分(包
括本组), 每组的得分为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取平

均分, 计入小组成员的形成性评价成绩。评分原则: 
思维导图制作70分, 知识点详尽、结构清晰、语言

精炼、创意生动等可给满分; 思维导图讲解30分, 依
据思维导图能否熟练概括总结章节内容进行打分; 
(7)总结点评: 教师就思维导图的制作、对章节内容

的总结和对章节内容的熟练程度进行点评。

学生问卷调查是教学效果评估的一种最直接

且客观的手段。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思维导图学习

活动的实施效果,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学生进

行了调查, 以评价思维导图的教学效果。问卷采取

无记名方式, 在课程的最后一次课上, 教师分发问卷

后学生当场填写, 当即收回。对本校2016级和2017
级生物工程专业(生物制药方向)4个班共159名学生

进行调查, 均采取现场发放问卷, 即时收回的方式, 
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52份, 调查的数据统计结果如

下。

在受欢迎程度方面, 72%的学生表示对思维导

图感兴趣, 77%的学生表示喜欢用思维导图, 86%的

学生表示对思维导图应用于《细胞生物学》课程感

到满意。

在知识获取方面, 90%以上的学生表示思维导

图有助于理清教材内容, 80%以上的学生表示: 思维

导图有助于总结归纳和知识整理, 细化知识结构, 从

而有助于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同时表示, 思维导图

教学提高了他们的复习效率、学习效率以及学习兴

趣等(图2)。
在能力培养方面, 85%的学生认为将思维导图

应用于《细胞生物学》课程, 帮助他们发展了自主

学习能力。70%以上的学生认为思维导图教学增强

了他们独立探究问题的能力, 提高了阅读能力, 有助

于培养思维能力、判断和比较能力、分析综合能力

等。60%以上的学生认为思维导图可以提高理解能

力和推理能力。但是思维导图教学对表达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收效甚微(图3)。
在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 学生必须在阅读的

同时进行主动思考, 使知识在大脑里形成具体的二

维图像。同时, 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使学生明白了

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 主动对文字进行处理, 系统梳

理教材知识点的逻辑脉络, 并通过树状图展现出来, 
从而加深学生对整体知识框架的理解, 提高记忆和

阅读效率。在此过程中, 学习者不仅完成了对教材

内容的理解、掌握和记忆, 还在不断思考、答疑解

惑的过程中激发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可见, 思维

导图的制作过程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阅读和自主学

习能力。

调查结果还显示, 在上《细胞生物学》课程之

前, 91%的学生不熟悉思维导图, 甚至有30%的学生

未曾听过思维导图。学习该课程后, 有89%的学生

表示可以较好地或独立完整地绘制思维导图, 剩余

11%的学生也表示掌握了绘制思维导图的基本方

图2   思维导图在知识获取方面受学生欢迎的情况

Fig.2   The popularity of mind map among students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Person-time

Tak
e n

ote
s

Sum
mari

ze

Ana
lyz

e l
og

ica
l re

lat
ion

shi
ps

Refi
ne

 th
e k

no
wled

ge
 str

uc
tur

e

Con
trib

ute
 to

 kn
ow

led
ge

 m
em

ory

Help
 th

e c
ou

rse
 stu

dy

Help
 cl

ass
ific

ati
on

 of
 th

e t
ex

tbo
ok

 co
nte

nt

Inc
rea

se 
lea

rni
ng

 in
ter

est
 an

d e
ffic

ien
cy

Im
pro

ve
 re

vie
w ef

fic
ien

cy

Im
pro

ve
 pr

ev
iew

 ef
fic

ien
cy

Broa
de

n m
ind

Percentage

67

123

79

51.97%44.08%

80.92%

132

86.84%

104

68.42%

134

88.16%

141

92.76%

128

112

73.68%
84.21%

26
17.11%

29
19.08%



翁美芝等: 基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在《细胞生物学》课程中的应用 1385

法。78%的学生表示课后用思维导图进行本课程的

复习和自学很好, 可以促进他们理解、记忆且学会

学习。56%的学生表示想用思维导图进行其他课程

的学习。77%的学生认为绘制思维导图使他们对知

识点脉络认识更清晰了, 90%的学生表示制作思维

导图, 有助于了解本课程知识的整体框架, 明白知识

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调查结果还显示, 绘制思维导

图的问题首先是耗时长, 其次是难以提取关键词。

在全部课程内容介绍完之后, 用整本书内容的

思维导图进行复习, 发现整本书的知识框架十分清

晰, 思维导图从此将教材由厚变薄, 加深了学生对课

程内容的掌握。用思维导图进行总结复习, 有利于

学生很好地巩固所学章节的相关内容, 使得重要知

识点一目了然、便于记忆。思维导图能够将零散的

《细胞生物学》知识条理化、结构化和系统化, 很好

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并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 
真正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3   综合考评体系
针对上述旨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

方法, 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使所有学生积极参与

到教学活动中来, 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综合评价考核

模式, 以取代期末一卷定成绩的传统单一的考试方

式。新的教学评价方法注重多元化、过程性。

我们根据本课程的教学大纲 , 把课程考核分成

期末考试 (60%)、平时成绩 (40%)两部分。期末考

试部分既包括需要记忆的基本知识点 , 也包括前沿

的综合性热点问题 , 知识面覆盖广。在平时成绩部

分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模式 : 思维导图制作和章节总

结讲解 (10.0%)、问题分组讨论及PPT解答 (10.0%)、
实验实践 (10.0%)、课堂发言 (5.0%)、考勤 (2.0%)、
自评 (1.5%)、互评 (1.5%)。其中思维导图制作和章

节总结讲解、问题分组讨论和PPT解答这两个部分

本文已做过介绍 ; 实验实践部分主要是依据学生的

实验操作、实验结果 , 以及在实验过程中的态度和

最后的实验报告撰写情况 , 在实验结束时给一个用

于评估学生能力的分数 ; 对于课堂发言部分的成绩 , 
在第一次课的时候就和学生说明 : 每次上课主动或

被老师点名回答了问题且回答正确的学生可得 0.2
分 , 学生问答问题情况由学生每次课后主动到学习

委员处登记并签名, 一个学期最多可得5分。此部分

成绩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上课听课及回答问题的积

极性, 实施结果表明, 同学们都能非常积极地回答问

题且诚信地进行登记 ; 考勤由纪律委员每次上课前

进行点名 ; 自评由学生在最后一次课时根据自己一

学期在《细胞生物学》课堂上的表现和认真态度进

行打分; 互评由班长对班上每位同学进行打分, 打分

依据主要是学生在《细胞生物学课》课堂上的表现

和认真态度。

实践表明, 此考核方式能综合反映学生对课程

的学习掌握情况, 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

法, 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促使

图3   思维导图在能力培养方面受学生欢迎的情况

Fig.3   The popularity of mind map among students in terms of abi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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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积极地去获取知识, 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都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近年来, 不少研究者在《细胞生物学》课程教

学中不断地尝试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以期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比如研究型教学模

式[6-7]、模块化教学方法[8-10]在《细胞生物学》课程

中的应用等。

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相比, 基于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其优点, 如提

高了抬头率, 很好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

性, 提高了查阅资料、概括总结、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团结协作和语言表达能力, 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等

综合能力。学生之间相互协作的过程, 不仅能锻炼

学生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 还能培养学生的责任

心。但是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 学生普遍反映新

的教学方法较传统教学方法更耗费时间, 明显增加

了学业负担, 有个别学生甚至表示不堪重负。针对

此现象, 在以后的教学中笔者拟通过加强课堂思政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众所周知, 学习态度是影

响学生学习的重要非认知因素之一, 它不仅直接影

响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效果, 而且还会影响学生

的耐受力。拥有主动、肯吃苦的学习态度非常重要, 
学生一旦有了不怕苦、不怕累的学习态度, 无疑会

促进其学习成绩的提高。在课程改革的今天, 强调

培养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既是适应课程的需求, 又
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4   结语
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有其优点, 而传统的教学

模式, 虽然易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 不利于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但是该教学模式也并非

一无是处, 也有其明显的优点, 比如传统教学模式有

利于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从而促进

教学活动的进展以及控制教学进度等。

因此, 我们应该正视新的教学模式的优缺点, 
不能一叶障目, 只知其优不知其劣。同时, 也不能一

刀切地完全摒弃传统教学方法, 我们要做的是趋利

避害, 融会贯通。“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教师需要

做的是将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使用, 以弥补单一

教学方法的不足, 不断完善《细胞生物学》课程的

教学模式, 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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