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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身边的基因科学》课程以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为载体，从人类生命发展进

化和社会生活两方面重点介绍了基因科学的重大意义，同时介绍了该过程中体现

的生命情怀、哲学思想和创新思维，引发学生对相关伦理话题和创意应用的思考。

该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相结合的思想。随着生命科学的快

速发展，我们的课程面临如何适应知识快速更新的速度、更好地传播知识，如何

建立多维度的学习目标，通过探索生命多样性使学生建立良好的价值观、端正的

品性以及应对多变社会的可持续力等问题。

新时期时代，高等教育从单一的面授模式转向借助在线发展模式已成为今后

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教学过程中，弱化教师的“教”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

的“学”，尤其是“学”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课程的改革目标是：希

望能充分发挥在线课程的优点，结合网络课程要求，构建以学生内在发展需求为

驱动，以学为中心，激发学生专业课程学习中所需具备的各种要素，帮助引导学

生形成天下关怀、文化自觉与学术探讨之精神的通识教育典范的教学模式。

2. 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确立“以学为中心”教学模式的思想理念：“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旨在

发现课堂教学的价值所在，促进教师观念的转变，创设良好的课堂学习环境，从

而促进每个学生在课堂中的成功。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教学团队统一教学

理念，以充分调动学生“学”的主动性和注重学生“学”的成效性来开展各项教

学活动。

实施“以学为中心”的“四通”式教学举措：① 知识融“通”。在课程内容

的建设上，将内容专题模块化，将基础知识与专题应用相融合，将教学内容与实

践相结合。结合社会热点及学生内在发展需求，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

不同知识层次、不同需求组合出最佳的课程计划。② 时空联“通”。结合教育教

学信息化大背景，开展教学模式改革。吸收翻转理念、结合传统教学、以学生内



在发展需求为驱动的教学模式，更加突出从教师“教”到学生自主“学”的转化。

③ 传达畅“通”。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并配以研究生助教制度，形成多元化教学

方法，引入形成性评价、学生自评和他评等多元评估方法。 ④ 师生相“通”。

有效结合师生互动，讨论形式多样化，融入实践与调研，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习需求，提供个性化学习环境，提高教学质量。

具体实施过程：将课程内容分为基础知识和专题应用两个大板块。其中基础

知识板块涵盖了基因的解读、DNA 结构的解析历程、遗传密码的破译、主要的基

因技术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原理等一些基础性知识，专题应用板块又细分为基因与

人类健康、基因与农业科技和基因与伦理等模块。基因与人类健康模块为重点介

绍部分，这部分内容除了课堂讲授，还设计了调研主题，如大众对于基因检测服

务的了解程度、关于试管婴儿和完美婴儿的理解和接收度等。学生通过自由组队，

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课程内容的启发，针对该专题进行调研讨论，自主完成。

这些调研主题均来自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将教学内

容与讨论应用相结合，很容易激发学生探索求真的主动性，大大提升了学习效果。

实践调研考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自由的视角，给了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状况

选择切入点的自由，使他们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获取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

设计了相关主题（如基因与人类健康知识模块）的实践调研学习活动。针对专题

模块化的教学内容，利用周末时间，场景置换，带领学生到相关的产业基地和公

司企业实地参观调研。如表 1和图 1所示：

表 1 “身边的基因科学”实践课程设计与参与情况

学习主题 实践地点 实践人数

基因与人类健康之生物医

药

江苏昆山博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1

基因与人类健康之生物医

药
昆山高新区小核酸产业基地 31

基因与人类健康之基因检

测
上海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30

基因与人类健康之生物疫

苗

上海韦翰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30



图 1. 学生们到相关产业基地和公司企业实地参观调研

在实践调研活动过程中，不同专业的学生和行业领军人沟通交流，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也让新鲜血液的力量和思想被前辈所认识，并且得到相应的引导。活

动结束后，每位同学设计一个总结性展板，并从中相互借鉴学习讨论，如图 2。

从学生的反馈中可以看到，经过同一次实践学习，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的所思所

想各不相同，学生之间的想法也得到了沟通和拓展，课后的实践交流为不同专业

的同学了解彼此的想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了有效的相互

促进作用，使“学”的主动性得以提升，从而自发地带动“学”的成效性。

图 2. 个别同学设计的总结性展板

此外，还通过手机应用学习通，进行作业的上传搜集，发布习题，智能批阅，

对学生的阶段性结果进行测试，为老师和同学提供教学成效的参考。针对调研主

题，开展翻转课堂，使学生站上讲台，阐述自己的调研过程和调研结果。并且每

组间相互提问，充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明确讨论目标，规范讨论内容，



对学生的讨论成果进行适当的评价，起到了联系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和教师

与学生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形成学生个体、学生群体和师生互动三元化的教学形

式。使学生个体进行自主式学习，学生群体达到协作式学习，通过师生互动发展

支助式学习。这种调研讨论协作的设置，实现了将知识灌输向能力提升的转变，

使最初没有专业背景的学生也能够在这个阶段主动学习，运用听讲和实践学习到

的知识，向台下的同学进行从原理到启发的完整讲演展示。教学形式的多元化很

大程度上将课堂的重心从教师向学生转移，既强调了学生的主体性，同时也强调

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助作用。

3. 项目的主要成果、成效与价值

在满足了学生内在对于专业知识学习的需求前提下，学生开展了陈述式、辩

论式和角色扮演式等多形式的研讨模式的尝试和设计，充分发挥了专业课程学习

的“助推器”作用，激发出了学生专业课程学习中所需具备的各种要素。100%

的学生都参与了实践调研考察活动，并且对课程实践设计几乎都给出了满意的回

答。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可以使学生深入了解基因科学知识与人类健康

之间的紧密关系，对基因技术在身边的应用有更全面了解，也对基因科学领域中

走在科学前沿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有切身体会和感悟。

教师也从教学改革中提高了教学技能，展开了教学研究，并进行了推广教学。

其中主讲教师皮妍和卢大儒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聘为选修课指导老师，卢大儒教

授荣获 2021 年上海市育才奖。我们的课程目前已被选为 2021 年度上海市高校市

级重点建设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