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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在本科细胞生物学教学中强化课程作业的设置及评价
王秋雨*  金莉莉  邰思佳  侯  潇

(辽宁大学生命科学院, 沈阳 110036)

摘要      细胞生物学是当今生物科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 有限的课堂教学时数远远满足

不了学科发展的趋势及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需求。该文针对目前我国高校多数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只重视知识传授, 忽视作业设置及评价等问题, 作者结合多年的细胞生物学教学经验, 并借鉴某

些国外高校的教学方式, 总结了近年来细胞生物学教学中设置课程作业的方式及评价重点。实践结

果显示, 强化课程作业设置及科学评价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该文关于

细胞生物学课程作业的设置及评价也可推广到生物科学其他核心课程的教学之中, 以提高生命科学

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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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Setting Up and Evaluating of Assignment in Undergraduate 
Course Cell Biology Teaching

Wang Qiuyu*, Jin Lili, Tai Sijia, Hou Xiao
(Life Science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Cell Bi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developing courses in biology science, and the limited 
teaching hours is far from to satisfy both subject growth trends and the demand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Based on the status that majority of teache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knowledge teaching, but ignored the assignment setting and evaluating, we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in this paper 
by paying attention to assignment setting and evaluating during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process of cell biology, 
which would be help to further realized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ell biology 
and developing students’ quality and ability. What we mentioned about the assignment of cell biology teaching in 
this paper could also be referenced in the teaching of other courses in biological science.

Keywords       cell biology; assignment; undergraduates; quality education; ability training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在我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中, 细胞生物学被列为生

命科学的四大基础学科之一[1]。细胞生物学是生命

科学的核心学科, 它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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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等多学科相互交汇融合, 反映着生命科学发

展的最新成就。生物学家Wilson说过, “一切生命的

关键问题都要到细胞中去寻找答案”[2]。在本世纪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中, 约75%的奖项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内容相关, 可见细胞生物学已经成

为当今生物科学的研究热点[3]。

大学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 对学生综合

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大

学生受中学阶段应试教育的影响较深, 多数学生在

大学阶段仍然将自己视为考生, 以通过考试为学习

目标。同时, 由于高等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存在着重

科研、轻教学现象, 使得部分教师投入到教学工作

中的精力不足, 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综合素

质和能力培养。本文作者总结了多年的细胞生物学

教学实践, 并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校生物科学课程的

教学方式, 通过在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强化课程

作业设置和实施科学合理评价工作, 有效改变了学

生的学习方式, 使学生充分学习并了解到本学科的

发展前沿、学科背景和面临的问题, 有效调动了学

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显著

增强, 从而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1   细胞生物学课程作业设置的国内外现

状分析和意义
本文第一作者于201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工作一年, 出于教师的职业本能, 非
常关注“国外的大学教师如何上课、学生如何学习”。
在麦吉尔大学, 学生不是通过期末考试就可以得到学

分, 他们还要完成教师布置的多种课程作业, 学生课

外学习任务量要大于课堂, 学生完成作业的独立观点

是重要的得分点, 抄袭是不可触摸的红线。例如, 在
“细胞结构与功能”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就有7次客观

题测试, 5次主观题作业和报告。在麦吉尔大学的图

书馆(24小时开放)、学校周围的餐馆、咖啡厅, 都可

以看到学生为高质量地完成作业而苦读的身影。

相比之下, 我国一些高校的生物科学教学体系

以及评价体系与国外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首

先, 在我国传统应试文化背景的影响下, 广泛存在着

高校教师将学生视为考生而非学生的现象, 学生只

要通过考试, 就视为合格, 就可以毕业或升学。这种

教学和考核方式与学生的高分低能、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不高具有密切关系。教学过程中学生缺

少参与性的教学方式容易使学生对学习内容不感兴

趣, 而学生缺乏与教师互动, 会使学生觉得对学习结

果缺乏控制感而无能为力, 最终出现学习动机的丧

失[4]。其次, 课程作业在国内一些高校生物科学专业

课教学中的现状有以下几种。一是作业被弱化或边

缘化, 多数教师不重视课程作业在教学中的作用, 很
多课程基本没有作业。二是作业要求统一, 形式单一, 
答案唯一。三是作业内容重理论轻实践, 缺乏开放性。

四是作业评价重结果轻过程, 缺乏师生的互动。这种

差异最终体现为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差异。本文

作者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对这些差异感受颇深, 研究生

来自不同学校, 他们之间查阅文献、综述概括及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异很大, 这种差异与本科阶段教

育所受培养训练是直接相关的。

课程作业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细胞

生物学课程教学中设置课程作业并进行科学评判, 
可以考察学生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 使学生接受文献查阅、评述文献、

制定研究方案、撰写评述性论文、讲演和答辩等能

力的训练。设置恰当、可操作性的课程作业是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学习

主动性, 从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措施之一[5]。

2   细胞生物学课程中强化设置的课程作

业类型和评判重点
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了解前

沿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 同时根据

国内外生物科学课程的教学方式, 我们在近年来的

细胞生物学教学中主要强化了以下几种类型的课程

作业设置和考核评判工作。

2.1   简答题和论述题作业及其评判重点 
我们将当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热点作为教学

内容, 但课堂上又没有充分时间展开讲述的内容。

于是设置了相关的简答题和论述题作业, 例如“举例

说明细胞生物学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论
述自分泌信号转导作用”和“组蛋白密码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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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题目。简答题和论述题是考试中通常使用的题型, 
但作者发现多数学生在考试中并不能够较好地回答

这类考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的课程作业, 可以突破

学时的限制, 让学生了解在课堂上老师不能展开讲

述的学科前沿内容, 同时可以培养学生查阅文献、

总结概括能力, 训练学生回答问题的思路、层次和

条理性。评判简答题和论述题的课程作业应注重以

下两方面: 一学生是否举出恰当实例, 是否正确使用

科学术语及总结概括能力; 二语言表达是否流畅, 条
理是否清晰。我们通过对学生进行简答题和论述题

课程作业的训练, 发现学生在期中、期末考试中相

关题型的成绩平均提高了15%(表1)。
2.2   撰写综述性课程论文及报告及其评判重点

撰写综述性课程论文作业是使学生了解学科

前沿知识,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方法之一。作

者的方法是在每章总结时给学生一些相关主题或关

键词, 让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 避免学生在选题时

无从下手。例如2014年, 我们给学生布置了“信号转

导与阿尔茨海默疾病的发生”的命题作业, 要求查阅

近三年文献, 提交一篇撰写格式规范的课程论文。

这种综述性课程论文作业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查阅

文献、概况总结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同时, 我们还

要求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将论文制作成演示文稿, 学
生自愿或教师遴选出一定比例的学生进行论文报告

和讨论。这种方式可以进一步锻炼学生的答与辩的

能力, 讨论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环节有效提高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综述性课程论文作业的评判注重

以下几方面: 第一, 学生是否查阅到直接相关的前沿

文献; 第二, 学生的语言表达是否流畅, 语言表述是

否符合科学用法及总结概况能力; 第三, 论文格式是

否规范, 层次是否清晰; 第四, 是否独立完成或有自

己见解。

2.3   文献评阅作业及其评判重点

文献评阅作业可以使学生通过阅读文献了解

学科前沿进展, 扩展学生视野, 引导学生不迷信、不

盲从教科书的已有论述,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6]。教师在讲述特定章节内容

时, 可以布置文献评阅型的作业, 由教师查阅相关文

献, 发给学生进行阅读, 提出阅读要求, 并在一定时

间内组织学生讨论。例如, 在辽宁大学生命科学院

2013级的细胞生物学课程“G蛋白偶联受体介导的

信号传递”一节的教学中, 我们布置了Immunology 
and Cell Biolog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The role of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in mast cell activation by 
antimicrobial peptides: is there a connection?[7]”, 要求

学生课后认真阅读并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篇文章

既涉及到细胞信号转导中G蛋白耦联受体的复杂功

能机制(细胞生物学内容), 又与黏膜上皮细胞分泌

表达的抗菌肽功能及其分子机制(生理学和免疫学

内容)相关。生物科学相关课程的专业知识存在着

密切联系, 但学生们的思维模式往往比较单一, 将不

同课程内容统一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通过具体文献

的阅读和分析讨论, 可以使学生将细胞生物学、免

疫学和生理学等学科知识联系起来, 认识到生命活

动的复杂性、联系性。通过阅读文献使学生知道细

胞生物学相关内容还有许多尚需解决的问题, 亟待

进一步研究。文献评阅作业可以培养学生认真思考

的习惯、用批判性思维去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能

力。优秀的学生可在讨论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获得荣誉感, 激发学习兴趣。在师生互动中, 学生通

过阅读文献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分析回答老师提出问

题的能力, 是教师评判这类作业的重点。

除上述三种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素质和能力的

课程作业外, 还有多种作业和教学手段可实现素质

教育的目的。例如, 要求学生对每章内容进行总结, 
并画出思维导图, 将生物学中较为复杂知识以简单

清晰的脉络展现出来, 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注意力

与记忆力, 增强思维能力,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启发学

生的联想力与创造力[8]。此外, 进行随堂小测试, 并
计入平时成绩, 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 并
有效防止逃课现象的发生。

3   强化细胞生物学课程作业设置的教学

效果
自2014年秋季学期以来, 作者在辽宁大学生命

科学院本科细胞生物学教学过程中(2012级和2013
级)系统地强化了课程作业设置工作, 作业类型主要

为简答题、论述题、文献评述和自选性课程论文

及报告。通过两年来的强化课程作业设置和评判

工作, 可见学生对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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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主动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由于作者设置的几

种课程作业都有师生互动环节, 尤其是作者将作业

完成的质量, 如学生是否查阅到恰当前沿文献、总

结概括能力、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能力, 以平时

成绩计入期末总成绩(占总成绩的50%), 所以作业

设置和评判工作可有效促进学生好的学习习惯的

养成, 调动学生读书、查阅文献的积极性。在课堂

上可见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和参与讨论的比例明显

增加, 在课后答疑时间主动与老师交流提问的学生

也显著增加。从2012和2013两个年级的两次期中

考试和一次期末考试的成绩看, 学生在回答主观性

的简答题、论述题及综合能力测试题的得分平均

提高了10%~20%, 特别是学生在回答综合能力测

试题上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明显提升, 平均得分

提高15%~20%(表1)。而这两届学生在客观得分上

与往届学生差别不明显, 表明学生经过课程作业训

练后,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明显提高。2013级
生物技术专业的徐俊超同学在给老师的信中写到: 
“完成课程论文作业后, 深深地体会到了您布置这

个作业的良苦用心。完成作业不仅使我了解到教

材之外的前沿知识, 提高了查文献和总结能力, 还
使我明白了教材的来历, 让我爱上了细胞生物学, 
激发了我进一步考研的动力”。徐俊超同学这段话

充分表现出课程作业对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 本文作者通过强化细胞生物学课程

作业设置和评判, 可有效调动学生平时主动学习的

积极性, 改善学生重考轻学的不良习惯, 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和人才培养质量。

4   结束语
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

的主要目标, 通过强化课程作业设置及评判从而改

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人才需求的变化, 教学改

革研究将永无止境。课程作业应是当今我国高校生

物科学教学的主要辅助教学方法之一, 其在细胞生

物学教学中具有其他辅助方法无可替代的作用。在

目前我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背景下, 教师要具

有“蜡烛”的奉献精神, 针对不同学校和不同学生的

特点, 设置有针对性的课程作业, 增强与学生的互

动, 并不断克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充分发挥课

程作业在细胞生物学等学科教学中的作用, 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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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系统强化细胞生物学课程作业前后平均考试成绩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average test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system strengthening assignments in Cell Biology course 
年级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Grate             总成绩         A                 B                            总成绩         A                 B 

2010级                      58.23           34.94           11.62                       68.61           40.57           6.16
2012级                      73.56           44.14           15.60                       78.62           52.68           8.23
2013级                      71.78           45.46           16.83                                          未进行

考试成绩为百分制, 主观题占60%, 题型分别为简答题及论述题(A)和综合能力测试题(B), 其中综合能力测试题在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的比例

分别为20%和10%。从平均成绩分布看, 通过在2012级和2013级教学过程中强化课程作业设置后, 学生主观题得分显著增加, 尤其是综合能力

测试题增加得分15%~20%。

The total text score was one hundred, and 60% was subjective item in which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question types, short-answer and essay questions 
question (A),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test (B).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test took up 20% in mid-term exam and 10% in final exam. After enhanc-
ing the course assignments in 2012 and 2013 grade students’ teaching procedures, the average score of subjective item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test’ score increased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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