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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中学生物教学中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尧 实践能
力的培养袁注重对学生复合能力尧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袁是生物教学追求的总目标遥 然而袁目前中学生物学教学
仍然处于野 强调学习结果袁忽视探索问题曰以阅读科学代替
了做科学曰一味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袁不鼓励学生研究问题和
讨论结果冶等教学状况遥生物技术是以生物体系和生物工程
原理来生产生物产品袁 提供社会服务的综合性生物科学技
术袁是由多学科交叉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并重袁以细胞工程尧
酶工程尧发酵工程和基因工程等技术体系为主的新兴学科遥
它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袁 其理论和技
术并重的学科体系袁给生物学教育创新以及课程结构尧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袁 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遥
1 生物技术的概念尧分类与发展
1.1 生物技术的概念与分类 什么是生物技术钥 从字面上
来说可解释为在分子尧 细胞水平上定向操纵或改造生物体
的技术遥 但这个概念的外延很容易被人为地扩大袁 即认为

野 生物技术冶可方便地用于对所有利用生物体本身尧代谢产
物及功能等技术的泛指袁只不过是操作的物质层次不同遥

对于生物技术的分类袁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院淤按
照生物学科发展的大致历程袁 把生物技术也分为传统生物
技术尧近代生物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曰于从产业发展的角
度袁把 20世纪 70年代以前包括有机溶剂尧维生素尧工业用
酶制剂和抗生素等在内的老工业袁称为野 传统生物技术冶曰而
把 DNA重组和单克隆抗体两大技术建立以后的工业袁称为

野 现代生物技术冶[1]遥 显然袁生物技术的发展与科学和技术的
发展是同步的袁与生物学科的发展更是密不可分遥现代生物
技术是在传统生物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袁包括基因工程尧
酶工程尧细胞工程尧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等袁它们是互相
联系尧互相渗透的袁其中以基因工程技术为核心[2-3]遥

总之袁生物技术是一门多学科尧综合性的技术科学曰需
有生物催化剂参与遥 其中涉及的学科包括生物学尧化学尧工
程学尧医学尧药学尧农学等遥 因此袁生物技术的定义应是院野 以
生命科学为基础袁利用生物的特性或功能袁设计构建具有预

期性状的新物种或新品系袁 以及与工程原理和技术相结合
进行社会生产或为社会服务的综合性技术领域冶遥
1.2 生物技术的发展

1.2.1 传统生物技术阶段遥传统生物技术是指 19世纪末到
20世纪 30年代前袁 以发酵产品为主干的工业微生物技术
体系遥 这一时期的生物技术主要是通过微生物的初级发酵
来生产食品袁 其应用仅仅局限在化学工程和微生物工程的
领域袁通过对粗材料进行加工尧发酵和转化来生产纯化人们
需要的产品袁如乳酸尧酒精尧面包酵母尧柠檬酸和蛋白酶等遥
1.2.2 近代生物技术阶段遥 近代生物技术是以 20世纪 40
年代抗菌素的提取袁50年代氨基酸的发酵到 60 年代酶制
剂工程为线索袁仍以微生物发酵技术为技术特征的遥这一时
期抗生素工业尧氨基酸发酵和酶制剂工程相继得到发展袁细
胞工程相关技术日臻完善袁 但从技术特征上看还不具备高
新技术诸要素袁因此只能被视为近代生物技术遥
1.2.3 现代生物技术阶段遥 现代生物技术以 20世纪 70年
代 DNA重组技术的建立为标志袁以世界上第一家生物技术
渊 Genetech袁遗传技术冤公司的诞生渊 1976冤年为纪元遥此后袁越
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于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袁 并取得了许
多重大的进展遥至此袁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技术上的革命带
动了现代发酵工程尧酶工程尧细胞工程以及蛋白质工程的发
展袁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战略价值的现代生物技术遥
2 生物技术发展与生物教育创新

随着基因操作技术不断完善尧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研
究与开发突飞猛进尧转基因植物和动物取得重大突破袁阐明
生物体基因组及基因编码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成为当今生

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袁 生物技术将在人类生活中扮
演更为重要的角色[4]遥 为了鼓励和推动生物技术的发展袁许
多国家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及措施遥 如为了保持生物
技术的领先地位袁刺激生物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袁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在 1995年底决定放宽对生物技术公司的限制袁
对用生物技术方法生产出来的药品与传统药品一视同仁曰
日本提出了野 生物技术立国冶的战略思想袁政府从一开始就
介入了生物技术的组织与协调袁建立了野 产尧学尧研冶三位一
体的联合研究与开发体制曰英国政府发表了野 生物技术制胜
2005年的预案和展望冶报告曰新加坡设立了野 生命科学部长
委员会冶袁制定了 5年跻身生物技术顶尖行列的计划遥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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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现代生物技术的概念尧分类尧发展和生物技术教育的现状袁论述了生物技术在生物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袁及在生物教育
中加强生物技术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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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举措显现了外国政府欲抢占生物产业制高点的魄力和

决心遥 我国也将生物技术摆在了重要的位置袁在国家野 863冶
和野 973冶计划尧野 攀登计划冶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政策
计划中也已将生物技术方面的项目列为重大项目袁 以此推
动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遥

生物教育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袁包括课程标准尧课程目
标尧课程结构尧课程教学和评价创新等内容遥 对基层生物学
教育工作者而言袁生物教育的创新袁重要的就是要把生物教
学从野 以破坏学生形成一些重要的思维能力为代价的死记
硬背冶的教学状况中解脱出来袁重视野 科学探索过程冶的教
学袁它反映了科学家获得知识的思维方式和使用方法袁是学
生享用终身的财富遥 2001年新颁布的叶 生物课程标准曳袁野 以
学科体系尧学生需要尧社会发展冶为结合点选择课程内容袁以

野 人与生物圈冶为框架构建课程体系袁以野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冶为宗旨定位学科价值袁以野 科学探究冶为策略改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袁以野 科学尧技术尧社会冶为切入点体现课程回归生
活袁以野 渗透人文理念冶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袁以

野 开发与利用课程资源冶为手段实现课程目标遥 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实施新大纲尧新教材袁在原有基础上充实了许多现代
生物科学知识遥 如新大纲在必修课部分新增了生物科学新
进展袁细胞分化与衰老尧细胞癌变尧人类的遗传病与优生尧环
境与人体健康尧绿色食品等内容曰选修课部分介绍了营养与
健康尧人体两大免疫机制尧生物固氮尧发酵工程尧细胞工程尧
酶工程尧基因的结构和基因表达调控等内容遥 当然袁这些具
体内容和表述方式上的改进袁 给广大教师教学过程的创新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袁也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效袁推进
了生物学教育改革的进程遥
3 生物技术的发展推进生物教育改革

生物技术是当今迅速发展的高新技术袁是 21世纪最具
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袁它涵盖了基因工程尧细胞工程尧酶
工程尧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学工程遥 其中基因工程发展迅猛袁
已经成为生物科学领域最有生命力尧 最引人注目的前沿科
学[5]袁生物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尧医药尧农业尧化工尧环保
等工业部门[6]袁且随着对生物分子认识水平和改造生物遗传
物质手段的提高袁 生物技术必将为有效解决长期困扰人类
的粮食短缺尧疑难病症尧能源危机尧环境污染等问题带来美
好的前景遥

21世纪是生物学发展的世纪袁其中生物技术又将成为
21世纪科学技术的主流遥 这不仅因为它所研究与开发的对
象是可以再生的生物资源袁 而且还因为它对当今人类面临
的人口和食物尧 能源和资源以及环境和健康等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遥现代生物学发展的新技术尧新成
就袁 特别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落实到普通中学的
课程和教材中去袁使其成为培养学生的基本素材遥 20世纪
末袁国外一些专家认为院随着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袁公众
的科学素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7-8]遥因而袁加强生物
技术教育袁 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是生物教育发展的必然趋

势袁如英国在上世纪末就针对生物技术教育的目标尧内容尧
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诠释[9-10]遥 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相关职业
技术教育中袁已有一些学校开设了叶 生物技术曳专业或课程遥
在中等教育中袁2001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叶 生物课程标准曳
渊 初中冤中提到院考虑到生物技术发展迅猛袁已经显现出巨大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袁 并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每个普通公民
的生活和发展袁因而在初中生物学课程内容中新增了野 生物
技术冶主题遥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叶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
准曳把高中生物科目的内容分为必修渊 3个模块冤和选修渊 3
个模块冤两个部分遥 在选修部分袁生物技术则是 3个选修
模块的核心和主题遥从整体来看袁高中生物课程中生物技术
内容大为增加[11]遥

纵观生物技术的发展袁 每一步不仅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密不可分袁更是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息息相关袁它以技术
为主线的学科体系尧实践和理论并重的构成方式袁给中学生
物教育创新以很多启迪袁特别是在指导思想尧价值取向尧课
程功能的创新上有很多借鉴之处遥 如基础教育的目标是培
养学生的基本素质袁为他们以后的升学和就业做准备遥但由
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袁 中学生物教育中过分强调了为升学
准备的作用袁而忽视了为就业准备的作用曰生物技术产业作
为世界新产业革命的重要支柱之一袁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蓬勃发展袁生物技术对工农业生产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作用
也越来越大遥所以袁在中学生物教育中增加生物技术内容的
比重袁 就更能体现生物教育为中学生就业做准备的课程目
标遥 总之袁人类伴随着生物技术发展袁亲身感受着生物技术
给我们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袁 关注生物学领域学科发展
的动向袁并能及时恰当地体现在普通中学生物教育中袁特别
是体现在课程建设尧 教学内容改革尧 学生技能培养等诸方
面袁并逐渐改变野 重结论尧轻过程冶的教学局面袁是生物技术
发展和生物教育创新永恒的主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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