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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葛亚东  葛雅丽  王  鹏  朱国萍*

(安徽师范大学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研究所, 芜湖 241000)

摘要      双语教学是高校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和主要方向。该文阐述了近年来在

省属高等师范院校开展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教学实践和效果, 列举了分子生物

学双语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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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ingu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major direction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olecular biology at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of bilingual teach-
ing project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of China in provincial normal university was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bilingual teaching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proposed the countermea-
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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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 即用非母语进行

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1]。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是以分子水平研究生命本质为目的的一门新兴

学科, 是当前生命科学中发展最快并正在与其他学科

广泛交叉与渗透的重要前沿学科[2]。2001年8月, 教育

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1]4号), 要求各高等学校积

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3]。此后, 许多高校都

积极开展了双语教学, 但从目前高等院校分子生物学

教学情况来看, 双语教学仍然处于探索与试验阶段, 缺
乏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必要的教学资源, 严重影响着分

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广泛推广。

安徽师范大学(简称“我校”)分子生物学双语教

学于2009年获得教育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

项目”。本文阐述了我校在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

示范课程建设实践中所取得的部分经验和教学效果, 并
对课程建设中遇到的常见问题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建议。

1   课程教学理念与目标
1.1   教学理念: 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思维、

增强实践能力

分子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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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其特点是涉及面广、知识更新快, 因此本课程以

双语为教学手段, 着重讲解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理论, 同时力求反映分子生物学最新进展, 从
而大力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听说能力和阅读英文专业

书籍及论文的基本能力,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教育水

平。同时, 通过双语教学使学生达到理论素养、工

具性知识(专业外语)和解决实际问题三方面能力兼

备,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以适应分子生

物学专业突飞猛进的时代要求。

1.2   教学目标: 培养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双语课程的教学, 让学生在掌握扎实的分

子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同时, 能增强在分子生物

学专业英语方面的综合运用能力, 提升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探索研究的能力, 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

2   课程建设经验
在实施“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的

过程中, 针对目前高校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特点

和面临的问题, 我们按如下的思路进行分子生物学

双语教学课程体系建设(图1): 以培养具有较强的国

际学术交流能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为目标, 以国家

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为依托, 以师资队伍

建设为根本, 系统分析总结多年来的分子生物学双

语教学实践经验,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优化教

学内容, 选择、编写适用的教材, 开发立体化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 建立双语教学资源共享机制。

2.1   以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为依

托, 建设高素质的双语教学师资队伍

2.1.1   对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双语教学潜力的教师进

行专项培训      到英语母语国家进行英语口语训练

是培养双语教师的最好途径之一。从2009年获国家

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资助以来, 我校分子

生物学课程组已经先后有两位教师赴美国做访问学

者和博士后研究, 时间各为1年。在美国期间, 两位

教师经常深入美国大学相关专业的教学课堂听课, 
了解美国大学课堂教学的模式和特点, 并且带回来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

的英文原版课件供课程组制作双语课件参考。目

前, 课程组主讲教师已经由当初的5位增加到现在的

7位, 其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已由原来的1人
(在美国3年)增加到现在的3人。有3名教师开设了双

语教学班, 教学效果良好。

2.1.2   聘请国外教师(专家)来校授课      近三年来, 
作为课程组的外聘教师,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

授Antony M. Dean博士每年都来我校进行学术和教

学交流, 包括和课程组的教师座谈, 就双语教学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问题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交流; 结合

自己的科学研究, 为学生讲述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最

新进展和成果; 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交谈, 传授专

业英语学习的一些经验以及帮助学生了解其他国家

的教育模式。平时, 课程组的教师通过网络系统与

Antony M. Dean教授保持联系, 随时解决双语教学

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外籍教师的加入不仅极大的增

强了学生学习分子生物学以及双语课程的兴趣, 也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课程组主讲教师英语水平的进

一步提高, 更提高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2.2   构建双语教学课程体系, 实现教学内容现代化

我们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课程于2006年获得

安徽师范大学首批双语教学课程立项资助, 并于

2009年获得教育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

图 1  课程体系

Fig.1  The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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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针对课程及我校学生的特点, 我们对教学内

容做了精心安排。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以“中
心法则”为核心, 集中阐述遗传信息从DNA到RNA、

再到蛋白质的传递与调控过程, 同时讲解蛋白质的

结构与功能, 包括蛋白质的结构特点以及结构与功

能关系, 酶的结构特点及作用机理等, 最后介绍分子

生物学研究的新领域, 主要介绍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进展和发展趋势, 包括生物信息学、蛋白质组学等

方面的内容。此外, 在课时分配上我们专门留出一

定的课时用于师生互动、文献阅读、观看与专业相

关的英文影像等辅助性教学活动。

2.3   建设立体化双语教学手段

分子生物学课程的内容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趣味性, 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为了

保证学生在掌握应有的分子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加

强双语教学的效果, 课程组开发了立体化的教学方

法和手段。

2.3.1   双语多媒体课件、双语板书及分子生物学相

关影像教学      双语多媒体课件辅以双语板书, 可以

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理解并掌握复杂的分子生物

学内容, 同时加强对专业英语的学习和运用能力。

双语多媒体教学是本系列课程教学所采用的主要手

段之一。分子生物学相关影像是教学内容的有效补

充手段, 能帮助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学术前沿, 增强学

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培养创新精神, 使双语教学更好

地达到提升专业知识和英语应用能力的目的。

2.3.2   双向互动、网络化教学      强调学生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在讲授的过程

中, 教师提问, 学生回答; 学生提问, 教师解答。加强

课堂内师生的交流, 及时了解学生专业知识和英语

水平的差异, 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同时充分利用

国外网络资源, 丰富了教学内容, 提高了学习效率和

教学效果。

2.4   双语教材建设

由于分子生物学发展速度很快, 所以在教材建设

上我们始终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新颖性

与启发性, 选用内容丰富、思路清晰、解析详细的教材。

2.4.1   中英文教材的选用      近三年来使用的中文

教材为: 朱玉贤等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现代分子生物学》第3版; 英文教材为:  
Benjamin Lewin主编的《Genes》(目前我们正在使用

的是最新版的《Genes XI》)。扩充性双语教材的使用：

本课程除了指定的教材外, 提供每章的参考资料和核

心参考文献供学生参考; 课程组建立了自己的学习网

络教学平台, 提供了大量的国外网站链接, 丰富学生

的学习研究内容,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2.4.2   编写与教材配套的英文版双语教学讲义      
全英语式教学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要求高, 难度大, 
难以确保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从而导致教学质量

下滑。经过实践, 我们建立了更适合省属高校学生

双语学习的渗透式双语教学方式。学生采用中文教

材, 辅以自编的英文版双语教学简明教程开展教学

工作, 加上我们的立体化双语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取

得了优秀的教学效果。这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可

以面向所有学生, 十分易于双语教学的推广与普及。

2.4.3   建立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网络平台      课程

组建立了《分子生物学》教学网站, 利用传统教学

方式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 开展网络化教学。

网站中建立课程介绍、教学录像、多媒体课件PPT、
习题、网上课程评价系统以及网上答疑服务区, 便
于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进行预习、复习、自学

等。网络、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有效地

扩展教学的时空, 实现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 显著

扩大教学信息量, 实现多样化的教学互动, 从而显著

增强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效率。

3   双语教学效果
3.1   学生应用专业英语的主动性明显提升

(1) 英语写作业。学生自发地使用英语完成作

业, 完全使用英语写作业的学生比率从开始的0%到

现在的10%, 使用英语完成部分作业的学生比率目

前超过50%。 
(2) 英语答试卷。自发使用英语完成考卷的学

生比率逐年上升, 最初没有学生完全用英语答卷。

目前, 5%的学生完全使用英语答卷, 有超过35%的

学生使用英语完成部分考卷, 学生专业英语的自主

学习意识明显增强。

(3) 学术夏令营。双语教学给了学生自信、勇气、

胆识和希望, 学生积极参加学术夏令营, 并阅读英文

科研论文, 制作英语PPT, 用英语作报告, 参加专业

的英语面试。2012年和2013年已经有数名双语班本

科学生通过了英语面试而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3.2   英语竞赛获奖

双语班学生普遍反映双语教学提高了他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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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 同时也让他们一直坚持英

语的学习。近年来, 双语班的学生总是积极参加全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并在C类考试中(适用于非英语

专业本科生)获得了出色的成绩。在2010~2012年全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 我们培养的双语班学生每年

都有获得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等奖项。

3.3   学生考研率逐年升高  
分子生物学是绝大多数生物学专业考研的必

考科目, 因此考研录取率能较好的反映分子生物学

双语教学的优异成果。2006~2011年我院学生考研

录取率逐年提高, 其中1999~2006年的平均录取率为

37%; 2007~2011年平均为40%; 2009至2013年分别

是41.5%、46.0%、48.6%、43.8%和47.6%(图2), 近
几年考研录取率均居学校前列。以分子生物学是必

考科目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 2006~2011年我院

学生考研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的人数分别为3
名、7名、11名、18名、24名及28名。

4   省属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分子生物学双

语教学的困难与思考
在我校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中, 从教师的评课

以及课后学生们的反应来看, 普遍感到双语教学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 在双语教学课程实践

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和深

入研究。

4.1   如何认识真正意义的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的实际内涵因国家、地区不同而存

在差异。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中, 双语教学

是指除汉语外, 用一门外语(目前绝大部分是用英语)
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4]。它要求教师能

用正确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 但不绝对排除汉

语, 以避免由于语言滞后造成学生的思维障碍; 教师

也应利用非语言行为, 直观、形象地提示和帮助学生

理解教学内容, 以降低学生在英语理解上的难度。

外语的学习不仅是在外语课上, 而且是在教学过

程的所有活动中得到耳濡目染的外语学习效果[5]。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双语课程是大学外语课程教学的

一部分。双语教学强调师生间的互动, 强调教学资

源、教学环境等全方位的第二语言的交互, 而决不

仅仅是在英语课堂上听教师从头到尾用英语授课。

反之, 即使教师在一堂课上完全采用英语进行教学, 
那也只是一堂英语使用频率较高的课, 包括英语课

在内的整个语言教学都不能被称为“双语”教学。

4.2   学生的英语基础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学生的英语水平

参差不齐, 许多学生虽然通过国家四、六级考试, 却
无法用英语交流, 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相当弱, 这已

成为目前开展双语教学的主要“瓶颈”之一, 严重影

响了双语教学的实施和效果。鉴于学生的个性以

及省属师范院校生物专业本科生的英语水平总体不

高, 在双语教学实施过程中绝对不能搞“一刀切”(所
有班级都开展双语教学)模式, 否则会有悖我们开展

双语教学的初衷。在我校的分子生物学教学过程中, 
我们首先会让学生明白双语教学的好处, 从心理上

接受双语教学。另外, 我们同时开设双语教学班和

非双语教学班, 分班采用自主选课的方式产生, 以满

足不同学生对教学方式的需求, 从而使得每个学生

都能轻松地学到扎实的分子生物学知识, 最终达到

培养高素质分子生物学专业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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