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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复旦大学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课程自 2000 年开设后，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将

该课程设置为理科平台课。随着新高考的实施及本课程在线课程建设的推进，课

程教改逐渐深化，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学模式等与时俱进[1]。然而，教学中

仍面临一些困惑，较突出的是学生的自学效果不理想、互帮互学较欠缺、提问及

讨论较少等。此外，学生的知识大多停留在对知识点的初浅理解，而对知识背景

及前沿/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则寥寥。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线上授课成

为应急之举，如果此前面临的那些难题不能有效解决，那么线上教学的效果一定

差强人意。非常时期，极力促进了教师对线上授课方式方法的思考。如何设计在

线课程教学，充分挖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教与学的效能成为当下教师们

迫在眉睫的挑战。

2.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2.1 线上授课的教改实施方案

2020 春学期属非常时期，国内所有高校全部开展在线教学。本课程在前期

开设一学期慕课（含 70 多个知识点的微课）的基础上，面对校内学生的第一次

线上授课，仍需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教改的实施奠定基础。

1）建立多途径的师生联系方式，利用多平台上传/下载学习资源。本学期为

医学大类大一第二学期的学生，寒假前已选课（生导 C，周学时 2），学生的信

息较易获得，因此，预备周前便通过微信群、邮件等方式与学生建立联系。同时

利用校内 Elearning、学习通在线平台上传学习资源（大纲、课件、微课、公告

等），利用腾讯视频等直播授课。确保信息及时传递，又便于学情记录和统计。

2）自学—互助—提升的教学方式。班级人数较多（59 人），基础参差不齐，

虽多次强调自学的重要性，但预备周发现自学效果很不理想。正式开课周，我班

试行了学生自学、互助和教师引导提升的方式。① 将学生随机分成 6组，9-10



人/组，各组自荐或推荐一名组长，负责收集组员自学提出的问题，按统一模板

列出并及时转发助教，助教汇总后再发给老师，作为清单 1，同时上传到

Elearning、学习通平台，供学生互助学习。清单 1 不仅局限于课件内容，也包

括学生感兴趣的其它问题，利于促进学生的自主探索、思考。教师收到清单 1

后，即着手准备解答工作。此外，再从授课内容中凝练较难但未在清单 1中体现

的问题即清单 2（教师自留，不上传）。课堂中，教师针对清单 1和 2随机提问，

检查学生自学和互助的学习效率。若学生的回答不切题，其他学生可随时补充讨

论，必要时，教师作补充解答。与此同时，从选课学生人数确定的第三周开始，

本人特别教授学生如何通过专业网站如 NCBI、Nature、Science 等检索自己感兴

趣的相关研究进展、寻找相关问题的答案。课堂内通过实例传授经验和技巧，学

生多次实践、互相交流经验，突破以往只会百度、知乎等非专业检索途径的局限，

长期受用。② 除课堂讨论外，充分利用学习通和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展开课外讨

论等，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自主和互助学习。相关学情实时记录、长期保存，便于

统计并作为平时相关成绩的重要依据。此外，还利用微信平台辅助讨论等。③ 拓

展资料结合平时作业，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潜力的挖掘和能力的提升。结合课程内

容，利用微信及学习通等平台，每章都推荐适量的拓展资料，包括相关热点和前

沿的文章、相关领域的公众号（如干细胞者说，人呆守护，iplants、iNature

等）、专业文献检索网站（包括检索方法等）、精彩的视频如 DNA 时代、癌症—

万疾之王，生物多样性及丧失的原因，快课—十分钟生物学等等，学生可根据各

自的兴趣、时间和能力去学习、思考，得到不同程度的能力提升。与此同时，将

平时作业（非标准化）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自主学习

的能力。平时作业主要包括读后感、观后记、Presentation（PRE）及讨论等，

约占总成绩约 50%，其中前两个作业的主题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PRE 是两人（自

由）组合，协作完成，主题可自选，也可从教师推荐的多个主题和多篇论文中挑

选。平时作业的具体信息如下：读后感—自选近一年内发表的感兴趣的 Nature、

Science 论文一篇，翻译摘要，并撰写 1000 字左右的读后感：对其研究背景、

科学问题、创新点、科学意义及不足进行概括；观后记—自行参观当地的动物园、

植物园、博物馆等，就感兴趣的某一问题，查阅相关素材或文献资料，写一篇小

论文，要求多于 800 字，插 1-5 张实景照片；PRE—2 人一组，自由组合，选一



感兴趣的生物话题或论文，做 PPT，抓阄确定 PRE 排序，同时上传至学习通平台

（注：C 班受学时限制，仅 30 名左右的学生有机会在课堂展示），所有学生均

在学习通上参与其他同学（除 PRE 搭档外）的 PRE 打分；根据一学期学生的提问

和讨论的次数及质量决定讨论成绩。④学情统计包括提问、讨论次数、签到、平

时作业完成情况等，确定平时成绩。⑤问卷调查，期末考试前 2-3 周，发放问卷

调查，全面了解学生的基础、收获、担忧和建议，以便后续改进。

实施过程的部分学习活动举例如下：

问题清单 1、2举例

学习通和中国大学 MOOC 平台讨论及学情统计举例



试行了一学期，根据相关的学情统计和学生的问卷反馈（参见“3”项目的

主要成果）），总体感觉自学、互助、提升的教学方法在本课程线上教学中的效



果较理想，尽管学生和教师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多于以往。该学期结束后，参与

了复旦大学举办的暑期教师工作坊，在汇报交流的基础上，得到了校内外专家的

肯定和鼓励，并建议在今后的课程教学中更广泛的实施。因此，在后续学期线下

为主的本课程教学中进一步灵活应用。

2.2 线下授课为主、穿插 1-2 次线上教学的本教改实施方案

2020 秋学期，总体上仍采取与上学期相似的教学模式，但考虑客观因素的

变化：①本学期的授课对象是刚入学的大一学生，尚未适应大学生活，而且除医

学大类的生导 C 班（周学时 2），还有自然科学大类的生导 A（周学时 3）。②

与上学期的在线教学不同，本学期以线下授课为主、穿插 1-2 次线上的混合式教

学。③开学不久遇国庆、中秋假期，另有前沿和热点讲座安排等。同时，充分考

虑上学期学生的诉求。因此，该学期从第 6周开始正式实施教改方案，每组学生

各参与其中 2-3 章内容的自学、提问等，其它同前。2021 春学期，承担 1 个生

导 C班的教学工作，有机会尝试开卷考和小班化教学，教学方案相应作部分调整。

三学期的基本信息见下表。

3.项目的主要成果、成效与价值（含项目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等方面实效和价

值，需要有实证，即有定量或定性的证据及资料来证明。）

本方案在线上教学实施一学期后，相关的学情统计结果表明，学生提问和参

与讨论的次数均显著增加。学生的反馈信息如下：①收获：自学能力有较明显的

提高；加强了与同学的合作，感受到同学互帮的作用；专业资料检索和解读外文

文献的能力有较大突破；表达能力和自信心增强等。②困难和建议：每章都需自

学，花费时间太多，建议每组学生仅参与部分章节的预习、提问和讨论等；课堂



讨论偏多，建议适当增加教师讲授部分。下图和表为第一轮教改实施后学生反馈

的部分信息和实例。

2020 春生导 C线上教学实施该方案的部分问卷反馈信息

结

了

第

一

轮

的教改经验，改进后应用于后两学期线下为主、穿插 1-2 次线上的教学中。问卷

显示，学生在自学、与同学合作、检索与解读外文资料、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有

较大提高，同时更深刻理解生命的内涵与意义。下图分别为后两学期学生的部分

教学活动、致谢信举例、问卷反馈的部分实例。



在本人试行该教学方案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后，团队已有多名教师在本课程教

学的部分章节中也进行了尝试，同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欣慰的是，此教学模式

与近期发表在 Nature 杂志的网课建议[2] 和学校引荐的四川大学相关教学经验等

也有多处吻合或相似。

特别说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学情如提问内容、讨论、作业及问卷反馈

内容等在学习通平台本人承担的三学期课程中均有较翔实的记录，方便随时核查。



资料较多，在此汇总了三学期的提问数量信息，其它不便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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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期教改实施中的学生提问数量汇总

章 节
提问数量

2020 春（线上） 2020 秋（混合） 2021 春（混

合）C学生问

题

C 教师问

题

C学生问

题

A学生问

题

C学生问题

（27 人）
第一章绪论 3

第二章生物多

样性

13 7

第三章细胞 13 6 12

第四章生物的

新陈代谢

23 23 47 33 14

第五章遗传与

生物技术

19 27 105 39 21

第六章植物的

结构与功能

5 4 34 15 3

第七章动物的

发育、结构与功

12 14 39 28 8

第八章生命的

起源与进化

4 16 38 8 2

第九章生物与

环境

3 5 36 6 3

问题数量汇总 95 102 299 139 63

4.项目研究或实践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可选）；下一步进行研究与实

践的思路。

项目研究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如下：① 留学生的基础差强人意。选修的留

学生每年共 10 个左右，中文基础普遍很差，PRE 等作业难以准确表达；即使开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0-00896-7


卷考试，多个题目仍留空白。期待有效解决。② 从教学效果考虑，可否实施小

班化教学？目前多个高校如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均采用小班化的该课程教学，

结合本人的亲身实践，建议本校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是否也能开展小班化教学？

③ 本课程的性质及学生的基础差异使得本课程的教学难上加难。借用北京大学

赵进东院士的发言“普通生物学课程涉及 1610 门课，是世界上最难上的课程，

没有之一…….”本课程相当于普通生物学, 而学生的生物学基础差异较大，如

果实施分层教学，应该更有利于学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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