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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谢　放*　孟宪刚　薛林贵

(兰州交通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 必须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针对传统教学模式

下生物工程专业细胞生物学教学中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缺少综合能力训练内容、作业抄袭、

新知识与新进展反映不理想等问题, 通过设定合理题目、规定格式和内容、单独报告、择优讲演

等方式, 利用学生的好胜心理、竞争性和成就感等, 提出了新的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证明, 新的教

学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与归纳能力、表达

演讲能力和电脑使用技能, 同时也避免了作业抄袭现象的发生, 强化了学生的自信心。另外, 也对

新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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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做到在传授基本知识的同

时, 又能够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是当前我国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学生综

合能力的培养开始于基础课程, 但真正与专业技能

有关的能力培养应该从专业基础课开始。细胞生物

学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生物科学及生物工程专业的基

础课程, 在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方面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1]。作者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 通过对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改革和实践, 通过引入学生

报告交流等教学模式, 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能力和

综合素质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 新的教学模式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训练和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和将书本知识与科学问题相联系的能

力,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的细胞生物学教学中, 普遍存在着描述

多、推理少; 知识点多而散, 需要大量记忆等特点。

教学中多采用单纯讲授方式或讲授配合提问等教

学模式, 以作业辅助学生复习和领会学习的知识, 最
后通过考试来督促学习和记忆课程知识[2]。这种模

式有以下几方面的弊端: (1)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够: 
由于学生参与程度有限, 多数学生把应付提问与考

试作为学习目的, 主动学习和探究的精神不足; (2)
以单纯记忆课程知识为主, 不利于对学生的能力培

养和训练; (3)由于整个教学班的作业题目是统一的, 
容易造成学生相互抄袭, 最后导致部分学生形成抄

袭习惯, 丧失主动学习的能力; (4)无法在教学中全

面反映细胞生物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研究成果, 从
而无法吸引和刺激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由于

细胞生物学的发展非常迅猛, 各种新发现和新成果

不断涌现, 这些新发现和成果在教科书中都没有反

映, 如何在课堂中让学生了解细胞生物学新进展, 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是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5)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充分提供满足学生表现

欲、好胜心和学习成就感的机会, 即使学习成绩好

的学生, 也只是高分低能, 未能得到能力的培养[3]。

二、课堂报告教学模式的引入方式与主

要控制点
针对上述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的各种问题, 

作者在近几年的教学中, 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改

革, 主要的做法是引入学生的专题报告, 并在课堂进

行交流, 让学生通过课堂报告进行资料查找与准备、

报告撰写、幻灯制作、课堂讲演交流等。具体方法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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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课程内容, 选择合适的题目让学生独立准

备, 提出具体要求与指标

在教学中, 对于已经讲授的章节, 从中挑选一

些内容, 拟定成合适的题目, 随机抽选学生分配题

目, 要求学生独立完成。题目的选择要根据课程的

进度和内容决定, 必须是讲授基本知识或概念后再

布置。同时选题要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 比如要求

报告最新进展或其他学科的知识与信息。例如: 在
讲过溶酶体的有关内容后, 给出《溶酶体与过氧化物

酶体异常与人类疾病的关系》这一题目, 要求学生查

阅有关医学的文献与资料并完成报告。在讲授完生

物膜后, 给出《细胞膜中糖脂功能的研究新进展》这

一题目, 学生必须查阅有关糖脂研究方面的最新文

献才可以较好地完成报告。

2  根据报告题目和内容, 指定合适的报告格式, 规
定字数和篇幅

在布置任务时, 要对格式、报告的字数有所限

制, 这样就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学习、提炼知识、综

合归纳和概括的能力。在选择题目的时候, 必须考

虑到两个方面, 一是必须要有复习巩固重要基本概

念和基础知识的要求; 二是要能够迫使学生在教科

书以外的范围去寻找相关的内容[4], 比如参考书、文

献、网络等, 并要把找到的零散知识点系统化和归

纳。此外, 对幻灯片的张数和报告时间也要有要求

和限制。一般要求报告的文本字数在2 000~4 000字, 
幻灯片15张, 报告时间10分钟。每个同学限一次报

告, 尽量让更多学生参与。报告安排学时控制在10
学时, 不超过总学时的35%左右为宜。根据几个年

级的教学实践, 时间过多影响正常教学内容的完成, 
报告人数太少也会影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适合50
人以下的教学班级。

3  提前筛选和辅导, 避免重大错误和缺陷的报告

在布置题目后要在规定时间内先检查学生的

报告, 对存在问题的报告要指出问题, 让其重新写

作。对初步筛选出的报告要指出完善的要求, 进一

步完善并制作幻灯片, 然后根据以往报告中存在的

问题, 如: 跑题、最新进展不清、时间控制不好等问

题进行辅导, 让最优秀的学生进行课堂交流, 使学生

互相观摩学习。通过检查后通知学生准备报告交流, 
到时老师按优劣顺序安排进行, 这样既保证充分利

用时间和灵活安排, 又可以尽量让更多人参与。

4  及时对学生的演讲报告进行点评分析, 激发学

生好胜心和满足其成就感

在学生进行课堂交流报告时要营造热烈的气

氛, 鼓励学生进行激情讲演, 充分激发学生的好胜心

和表现欲[5]。在每个学生交流完成后都要鼓掌鼓励, 
及时进行简要点评, 指出存在的问题, 赞扬好的方

面, 通过满足他们的成就感来提高其学习兴趣, 充分

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也可以训练

青年学生参与竞争的素质, 有利于将来参与学习和

事业竞争。

三、新教学模式引入后学生实际能力的

培养效果
在引入学生报告课堂交流模式后, 通过当时观

察以及学生在后续课程学习乃至毕业论文(或毕业

设计), 甚至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参加工作后, 对学

生的实际能力培养都取得了明显效果, 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学习能力

课堂报告是针对每个学生单独设计一个题目, 
与传统教学模式中老师集中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

模式相比而言, 把老师的一些授课内容变成了学生

要完成的任务[6]。学生要完成报告就必须认真学习

并理解题目所包含的知识, 查找相关的参考资料和

文献, 通过阅读教材和文献过程学习教科书及书本

以外的相关知识, 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力的

训练。这种学习方式与简单阅读教材相比, 更贴近将

来他们走入社会以后在工作岗位上的学习形式, 因
此这种按照题目进行的收集资料、阅读、挑选、整理、

归纳、编辑、总结等步骤学习与训练的教学模式对

于学生主动学习的素质是很好的培养和训练。

2  改善了对专业知识的综合与归纳能力

由于多数题目的选择是要求学生查阅某一方

面的进展或教材以外的知识, 学生在写作报告时就

要查阅许多参考文献和资料, 得到的知识点往往比

较繁杂和凌乱, 他们必须对这些知识点进行整理, 然
后根据报告题目的需要将它们归纳、总结、编辑到

一起, 这个过程是对他们综合与归纳能力的综合训

练。在报告交流过程中学生还可以相互借鉴, 从其

他同学的报告中可以间接学习一些方法和形式, 有
利于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归纳与综合能力。通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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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已经教授的四届187名学生在后续课程(如《细

胞工程》和毕业设计)和教学环节的观察, 学生在完

成综述性作业时, 第一稿合格率可以提高30%左右。

以往在完成《细胞工程》综述性作业时, 每个班级大

约40%的学生第一稿不合格, 通过新模式教学后, 第
一稿不合格率下降到10%左右。对大约35个学生的

毕业设计撰写论文时的表现观察, 也发现有明显进

步。

3  避免作业中的相互依赖和抄袭

传统教学模式下, 大多数情况下全班同学的作

业都是教科书中的同一题目, 这样一来就为一部分

学生提供了抄袭作业的便利, 久而久之这些学生便

养成不良的习惯[7]。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业的方式太

程式化和没有创造性, 不容易激发学生的热情; 另一

方面, 没有好的方法来监督和控制抄袭作业, 自然就

会出现滥竽充数现象。而课程报告模式是一人一题, 
必须独立完成, 对于习惯抄袭的学生就没有抄的条

件了, 也就失去了对别人的依赖, 所以从根源上避免

了抄袭现象的发生。虽然也有可能让别人代替写作, 
但报告必须自己亲自进行, 报告人只有熟悉报告内

容才能够完成报告, 所以基本上可以避免抄袭现象

的发生。 
4  提高电脑应用技能

在报告的撰写和准备过程中, 学生必须使用电

脑进行文字录入、编辑、排版等, 制作幻灯片也需

要对相关程序进行应用和操作。因此, 给学生提供

了一次学习和应用电脑技能的机会。尤其在好胜心

和竞争意识驱使下,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都想让自己

的报告最好、幻灯片最漂亮、演讲最精彩而得到掌

声和鼓励, 整个过程就会认真去完成。特别是当前

几个同学已经作了精彩的报告, 后面的同学就会自

然产生竞争意识, 努力做好报告与前面的同学竞赛。

在采用新模式教学后, 学生会使用电脑制作幻灯片

的比例由原来不到10%增加到100%。

5  锻炼了学生的演讲能力和自信心

上台单独演讲,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次考

验。前面讲演的同学往往演讲效果较差, 通过老师

点评和好学生的示范效果, 年轻人心中竞争意识和

表现欲就会被激发出来, 后面的同学就会在竞争意

识与表现欲驱使下总结前面同学的经验教训, 通过

自己不断地练习提高演讲能力。越到后面, 同学的

讲演水平就越高。尤其是一些经过认真准备, 并取

得好的演讲效果的同学, 其自信心有极大提高, 而前

面没有把握好机会的同学对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很遗

憾, 还想再次找这样的机会锻炼自己。

四、新教学模式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和任何教学模式一样, 新的模式在引进使用中

也同样具有局限性[8], 会出现一些问题, 需要注意避

免和克服,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学生直接在网上下载报告

由于网络搜索技术的发展, 一些学生就会在网

络中寻找相关内容的文章和报告, 进行剪贴拼凑用

来应付。防止的办法是: 一是老师在设定题目时进

行合理选择, 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进行搜索进行预选, 
淘汰容易找到的题目; 二是要规定最新进展并要求

有参考文献目录。

2  报告的条理和层次不明确

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养成的

简单回答问题的习惯带来的问题。防止方法主要通

过对报告格式与内容进行严格规定, 并对出现的问

题进行及时点评, 指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方法, 让其他

学生吸取经验教训, 改进和完善报告。

3  害羞和不够自信

部分学生虽然报告撰写得不错, 但由于性格内

向和害羞, 在交流演讲时不能发挥出应有水平或表

达不够连贯流畅, 影响交流效果。要从两个方面来

避免这种情况: 一是要强调参加交流的学生在报告

前进行演练, 对报告内容熟练并能够流利表达; 二
是出现紧张和失误时老师要及时鼓励并调节现场气

氛, 使害羞的学生能够放松情绪, 取得好的效果。

五、小结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 培养创造

性人才[9]。教学模式的建立和选择必须保证能够很

好达到这一目的[10]。前人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

有益探索, 取得了可喜成绩。实践证明, 采用课堂报

告交流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与归纳能力、表达

演讲能力和电脑使用技能, 同时也避免了作业抄袭

现象的发生, 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虽然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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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classroom for obtain better result in 
the ability tr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s poor in activity and positivity, and the students lack of integrat-
ing ability training, plagiarize of homework, less learning most proceeding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 new teaching mode was practical to motivate student’s desire to excel and achievement, competitive psychology. 
Reasonable topics were designed by prescribing format and subject matter, the excellent students were chosen to 
present individu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activity and positivity were motivated, ability of general-
izing subject knowledge was improved, and oral express and computer skill were enhanced. Their confidence were 
raised, and plagiarizer were avoided. The problems in new teaching mode were also suggested and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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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局限性, 但只要教师能够把握和控制, 仍然

是值得推行和选择的教学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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