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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因工程技术源起于DNA重组技术的建立,随着诸多重大技术的突破,基因工程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不断显示出其强大的能力；而其作

为一门学科也逐渐成为众多生物专业高校本科学生的必修课程。作为一门以技术理论为主的学科,如何将“高大上”的基础理论转变为容易被

学生理解和掌握并用于科研实践中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一直是相关任课教师追求的目标。本文从课程准备、课堂教学、考核方式三个方面为在

课程教学中提升基因工程的实用性提供了经验和建议,以期为基因工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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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 engineering originat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DNA recombin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everal key 

technology,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gen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life science research, hence, more and more 

universities set this subject as a required courses for biology undergraduates. As a subject mainly cares about technical theory, the 

most concerned target of course teachers is that how to transfer the advanced theory described in textbook into more understandable 

and applicable research methods and tools. In this study, both experience and advice were provided by author to elevate the practic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gene engineering for 3 aspects: course prepar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mod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dea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gene enginee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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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20世纪70年代DNA重组技术的建立及兴起,“基因工程”作为一门

新兴学科也随之获得了高速发展
[1]
。通过对生物进行基因的改造或重新编

辑从而改变其遗传性状的技术被称为基因工程技术；其建立极大的推进了

生物科学由基础研究向产业实践的转变
[2]
。借助于这一有力武器,一系列

生物相关产业都取得了巨大突破
[3-5]

。作为二十一世纪三大高新技术之一

——生物技术的核心,基因工程仍具有巨大的挖掘潜力,同时也面临着一

系列问题。因此,基因工程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利用需要更多具有深厚生物

学基础的研发力量的投入。 

作为生物专业本科教学主修课程
[6-7]

,如何提高基因工程课程教学水

平和教学层次,引导更多学生投入到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是

本门课程任课教师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基因工程课程传统教学过程中,经

常会遇到以下问题：首先,本课程涵盖内容范围十分广泛
[8]
,且课程内容本

身比较抽象,难于理解
[9-10]

；为部分基础薄弱或抽象思维能力欠缺学生造成

较大学习障碍。其次,基因工程作为一门技术型学科,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与

实际应用中的技术操作及方案设计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

中显著缩小这一差距亟待研究。最后,基因工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相关技

术理论不断更新
[11-12]

；如何快速的吸收消化学术前沿成果,并通过相对易

于理解的方式向学生传授以拓展其兴趣点,也是值得任课教师高度重视的

关键问题。 

1 研究内容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作者个人在基因工程课程教授及与相关专业教

师学者的交流过程中所总结经验为基础,提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些已被作

者用于基因工程教学改革并取得较好效果的解决措施,以期为基因工程或

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1以研促教,教研相长 

与高中教学目标不同,本科阶段教学重心并不完全倾向于向学生灌输

基本理论和知识点,高质量的本科课程教学在讲授课程基本理论的同时还

需要任课教师为学生带去学科前沿进展,激发学生对所学专业课程的兴

趣。而基因工程作为一项正在飞速发展的新兴学科,更需要任课教师具备

很高的专业领域前瞻性,具有紧跟学科前沿的科研水平。以自身科研工作

为推动力,能够有效的促进教师接触大量学术前沿动态,不断更新自身知

识储备,从而为在教学中充实教学内容、开拓学生视野、为学生展现学科

前沿进展提供良好的先决条件。 

1.2铺垫基础,联系应用 

基因工程是一门以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学科,专业性、综合性较强,需

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先修学科知识储备。然而,大学阶段学生对基础学科

知识的掌握往往不够扎实,如果教师在授课阶段忽略对先修学科关键内

容的回顾而直接进行基因工程课程的讲解很可能会造成学生由于知识

储备不足而无法理解讲授内容,且随着课程的不断深入,学生的学习将

会愈发吃力。藉由上述原因,在基因工程课程的前期阶段,利用适当的课

时对部分关键基础知识进行回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之上讲授

新内容,更有利于学生理解新授内容与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掌握新授内

容的重难点。 

内容抽象是基因工程课程的一大特点,与动植物甚至微生物等学科不

同,基因工程课程主要以分子层次内容为主,无法直接观察,因此需要学生

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在课堂教学短短的五十分钟内,单纯的通过

教师的讲解和静态的PPT展示很难让学生完全理解课程内容,同时也会因

内容抽象难懂导致学生失去兴趣。鉴于这一现状,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如

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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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鉴目前广泛用于中学教学的“导学案”式教学模式,在上课之前

为学生布置相应的引导性题目,使学生通过完成题目对将要学习内容进行

初步了解,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加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时间,

缓解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压力。 

(2)制作或下载讲解部分抽象内容的视频,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的展

示给学生,如PCR技术,基因文库构建等,将原本生僻抽象的机理直观的展

现出来,便于学生理解及记忆,同时,可以有效打破传统口述教学所造成的

沉闷气氛,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3)充分利用科研资源,在课程总体设置中增添合理的讲座式教学课

时,邀请科研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对其研究内容进行展示和讲解,为学生展

现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在科研生产实践中如何加

以利用。在增强学生专业自信心的同时也利于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寻找

和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1.3改革考核模式,激发学生兴趣 

本科教学的目的侧重于培养具有一定知识储备、掌握一定技能同时具

有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社会储备人才而非应试教学。而大学课程又存在专

业性强、特点鲜明等特性。因此,传统的笔试考察难以同时满足所有学科

对知识掌握水平真实情况的评估。以基因工程课程为例,该课程需要学生

掌握记忆的理论内容占比较低,而主要以对实验技术原理及操作的掌握和

应用为主。因此,单一的笔试考察方法难以真实反映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

握及运用能力,且容易造成学生忽视对内容的理解,单纯的突击背诵知识

点,而背离了学以致用的初衷。 

基于这一分析,笔者认为,针对本科阶段不同课程的特点建立灵活考

察方式,对于高效考核学生学习效果至关重要。笔者以基因工程为例,建立

了由占比重较低的学期末闭卷考试及占比重较高的项目设计考核共同组

成的考察模式,其中,期末考试试题以开放性应用型试题为主,着重考察学

生对知识点的运用能力。项目设计考核要求学生运用基因工程课程所学习

的内容,设计一套完整的运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进行基因编辑或蛋白质异

源表达的研究课题设计方案。从而从多方面多环节对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

知识的能力进行考察。 

实际验证结果表明,这一考核方式的革新不仅有效解决了学生临近期

末突击背诵知识点应付考试的不良现象,也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在平日的学

习积极性,为了完成好项目设计,学生更加注重对课堂中讲授知识的积累,

也更加热心于深究理论知识的应用方式。 

2 结论与展望 

基因工程作为一门生物领域中的新兴学科,自建立以来便一直随着技

术水平的进步而高速发展,其应用领域也不断得到拓展。展望未来,随着基

因编辑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诊疗技术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基因工程技

术必将在生命科学研究的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本

科教学中也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如何利用好这一契机,不断的优化基

因工程的教学模式,让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引导更多的高水平人才投入

基因工程研究领域,是每一位任课讲师所肩负的重要使命。期待未来会有

更多的优秀学者投入到基因工程的教与研中,推动基因工程技术为我国乃

至世界生命科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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