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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命科学》课程教学大纲 

（理论课36学时） 

  课程简介： 

  当前生命科学研究发展突飞猛进，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使生命科学进入了生命本质的研究，直接从分子水平了解生命的基本现象，人类

的生老病死，能源，粮食，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无一不与生命科学有关。本课程是适应于非生物类本科专业学生学习生命科学的基本知识，了解

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而开设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后具备必要的生命科学基本知识，了解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良好科学

素养的大学生起推动作用。在引言部分以热点问题作引导，对“什么是生命？”“生命是如何起源的？”“地球上有多少物种？”“生物进化的

动力”“人类是否还在进化”“有性生殖是否必要”“人为什么要睡觉”等进行概括，提出问题，开拓思路，并对如何研究生命科学进行介绍。

在细胞和遗传部分，主要介绍生命活动的化学基础，遗传的原理，基因技术操作；在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部分，以介绍微生物、植物、动物多

样性的类型为主，对如何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小进化和大进化的原理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结构、功能与发育生物学中，介绍植物、动物的结构和

功能的统一，对脑科学涉及的睡眠、思维、记忆等以及如研究脑功能进行了扼要的介绍，发育生物学则介绍精卵发生，受精卵形成，胚胎发育，

组织、器官的形成，机体衰亡；生态环境则以人为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介绍生态基本原理的同时，加深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生命伦理道德

对生命科学飞速发展情况下，涉及到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基因测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以及安乐死的依据等，阐

明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的四大生命伦理道德原则。 

  引言（1学时） 

  就“什么是生命？”“生命是如何起源的？”“地球上有多少物种？”“生物进化的动力”“人类是否还在进化”“有性生殖是否必要”

“人为什么要睡觉”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开拓思路；介绍生命科学研究的方法。 

  第一篇 细胞和遗传（15学时） 

  第一章 细胞生命活动的化学基础 

  主要内容： 

  介绍什么是细胞，细胞学说的主要内容，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异同点，真核细胞细胞结构和功能，细胞如何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呼吸中糖

分子中的能量转变成ATP进行流通，此外也介绍细胞质膜的组成及流动镶嵌模型的特点。 

  第一节 细胞的化学基础：原子与分子 

  第二节 生命的化学基础：有机分子 

  第三节 细胞的基本结构 

  第四节 细胞代谢的基本规律 

  第五节 细胞的呼吸作用：ATP的合成 

  第六节 光合作用 

  第二章 遗传基本原理 

  主要内容： 

  介绍细胞分裂的作用，什么是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减数分裂的遗传学意义；阐述遗传学三大基本定律，DNA分子标记，介绍什么是基因组

和基因组学，人类基因组计划意义，基因表达调控的意义等。 

  第一节 繁殖方式 

  第二节 遗传的基本定律 

  第三节 基因组 

  第四节 遗传的分子基础 

  第五节 遗传与优生 

  第三章 基因工程原理 

  主要内容： 

  介绍基因工程技术是何时产生的，如何操作；什么是基因文库，基因文库的构建；基因重组体的筛选和鉴定；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以及如



何进行植物转基因操作等。 

  第一节 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 

  第二节 限制性内切核酸酶 

  第三节 基因工程载体 

  第四节 体外重组 

  第五节 重组DNA的转移、筛选与鉴定 

  第六节 生物技术及应用 

  第二篇 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8学时） 

  第四章 生物进化 

  主要内容： 

  介绍达尔文主义核心思想的自然选择学说；认识生物的进化同时包含物种形成和物种的绝灭，介绍物种形成的途径；古细菌（原细菌）的发

现的意义；什么是小进化，什么是大进化；“RNA世界”的提出对生命起源研究的意义，和真核细胞起源的内共生学等内容。 

  第一节 进化论——生物学中最大的统一理论 

  第二节 进化论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小进化——种内进化 

  第四节 物种形成 

  第五节 大进化 

  第六节 生命起源与早期生物进化的探索 

  第五章 微生物及其多样性 

  主要内容： 

  介绍病毒、朊粒、真细菌的形态，古细菌，菌物，地衣的形态以及它们生命世界中的地位，自然界中作用，和人类的密切关系等。 

  第一节 病毒 

  第二节 细菌 

  第三节 菌物 

  第六章 植物与植物多样性 

  主要内容： 

  介绍藻类植物、地衣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形态上的特点，以及它们在植物系统演化中的地位，和人类的密切关

系。 

  第一节 藻类植物 

  第二节 地衣 

  第三节 苔藓植物 

  第四节 维管植物 

  第七章 动物与动物多样性 

  主要内容： 

  介绍脊椎动物和脊索动物各个门的扼要情况，动物的演化，各门类动物的结构与环境适应，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等。 

  第一节 动物的门类 

  第二节 无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 

  第三节 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 

  第三篇 结构、功能与发育生物学（8学时） 

  第八章 植物的结构与功能 

  主要内容： 

  介绍植物的组织系统，以及体内物质运输过程，水分在植物生命活动中起的作用；吸水和失水方式特别是蒸腾的作用；植物的有性繁殖过

程；植物的的无性生殖包括自然界的无性生殖和诱导的无性生殖、组织培养等在农业生产的应用。 

  第一节 植物组织 

  第二节 植物的水分生理 

  第三节 植物的矿质营养 

  第四节 有花植物的繁殖 

  第九章 动物的结构与功能 

  主要内容： 

  介绍动物的组织、器官和系统间的关系；完全双循环动物心脏的结构，肺循环与体循环的概念；抗原与抗体，是呼吸，消化，排泄，动物生

殖的环节；神经的功能；激素的产生和激素的作用等。 



  第一节 动物的组织器官和系统 

  第二节 动物功能的基本特性 

  第三节 皮肤、骨骼和肌肉系统 

  第四节 循环系统 

  第五节 免疫系统 

  第六节 呼吸系统 

  第七节 消化系统 

  第八节 排泄系统 

  第九节 生殖系统 

  第十节 神经系统 

  第十一节 内分泌系统 

  第十章 脑科学 

  主要内容： 

  介绍了脑的解剖结构及生活所需环境；对脑的高级功能如睡眠与觉醒、情绪与动机、语言和思维、学习与记忆做了详细阐明，并对脑机制进

行了探讨；脑疾病及病理变化，脑研究技术等。 

  第一节 脑的结构 

  第二节 睡眠与觉醒 

  第三节 情绪与动机 

  第四节 语言和思维 

  第五节 学习与记忆 

  第六节 脑疾病与脑功能退化 

  第七节 脑功能研究技术 

  第八节 人类脑计划和神经信息学 

  第十一章 发育生物学 

  主要内容： 

  介绍作为生命现象的发育过程，是基因按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特异表达的结果，多细胞生物从单个受精卵出发，经历卵裂、胚层形成、细胞

分化和器官形成等一系列的变化过程，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然后经过生长发育、衰老，直至死亡，完成整个生命旅程。介绍遗传信息在

基因组内编码方式，DNA上的一维信息又怎样控制生物机体的三维形态结构的构建和生命现象的发展，胚胎细胞在诱导因子的作用下定向分化形

成机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细胞的凋亡在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以及如何预防疾病和延缓衰老等。 

  第一节 生殖细胞的发生 

  第二节 受精的机制 

  第三节 胚胎的早期发育 

  第四节 胚胎细胞的分化 

  第五节 胚胎诱导与组织、器官形成 

  第六节 有机体的衰亡 

  第四篇 生态环境（3学时） 

  第十二章 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 

  主要内容： 

  介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概念，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三种生物地化循环的过程和意义；生物圈的定义；影响气候的主要相互作用的因

子；以及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学。 

  第一节 种群 

  第二节 群落 

  第三节 生态系统 

  第四节 生物圈 

  第五节 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 

  第六节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第五篇 结束篇：生命伦理道德（1学时） 

  第十三章 生命伦理道德 

  主要内容： 

  重点了解生命伦理的四大原则；人类研究干细胞的目的；基因测试要遵循伦理规范；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要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夫妻、家

庭和社会的利益；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安乐死与临终关怀的做法和带来的社会效果。 



  第一节 生命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生命伦理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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