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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命科学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和实践上的一门学科 , 实践教学贯穿于生命科学本科教育的始终。分析了实践教学在高校创新人才
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 从3 个阶段探讨了实践教学改革的方法, 最后提出要构建和完善实践教学的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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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science is a subject based on scientific experi ments and practice .Practice teaching is penetrated the whole university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rought forward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strivi ng for survival onthe basis of rise educational quality ,cultivating
high level with abilities to i nnovate ,carryi ng out the ability of practice and the spirit of pioneering”i nthe newsituation .Therefore ,the pattern onthe basis
structures of teaching systemrationally with personnel training has beenestablished to provide aninnovative platformfor high-level personnel traini ng of 21
centu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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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表明,21 世纪是综

合国力竞争激烈、知识经济超越性发展的时代 , 生命科学的

飞速发展将成为21 世纪的主要特征。随着科技创新和时代

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不断需求,21 世纪必将成为实施创新性

教育的世纪。因此 , 在生命科学的本科教育中, 突出高层次

生命科学人才培养的目标, 应着眼于学生的发展, 注重学生

创造力的培养, 培养具有个性特征、德才兼备、适应社会发

展、视野宽广、有创新能力、专业面较宽的优秀人才。为适应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 , 必须构建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加强

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1  实践教学在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在造就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教育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高校重视培养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人

才培养目标, 就必须重视实践教学。在以往的教学中, 对实

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把理论教学与其教学管理放在首

位, 而轻视实践教学环节, 违背了时代发展对创新人才的需

求。因此 , 要把传统的培养模式转变为教学、科研、生产相结

合的育人模式是教学的时代特征 , 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实践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 它具有直观性、实践性、综合

性和创新性特点, 是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相结合的过程。在

实践教学过程中, 学生可以充分发挥其想像力、创造力, 锻练

勇于创新、敏锐思维能力以及强化实践能力。在创新人才培

养的过程中 , 实践性教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实践能力

的培养关系到人才是否具备从事相关科研的能力, 毕业后是

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等, 它为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和运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

2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实践教学改革以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革新为先导 , 实践

教学体系以创新为核心 ,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基础 ,

以提高学生实验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研实践能力

为目标, 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和管理机制。

将实践教学纳入人才培养计划, 以人才培养模式为依据, 确

定既有基础实践又有专业实践, 既有基本技能训练又有创新

训练的实践教学环节, 独立设置实践教学体系 , 把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融为一体。

从学科特点和社会需要出发, 可将实践教学分为实验教

学、校外实践、社会实践、教学实习和毕业论文( 设计) 等几部

分。作为实践教学的总体目标, 要有步骤分阶段完成, 每个

阶段都要有各自的教学思想和检查标准, 这种阶段式的实践

教学模式将学科课程和实验课有机地衔接, 为培养学生的能

力结构、总体目标服务。

2 .1 基础阶段  实验课改革的重点应突出基础性和先进

性, 加强动手能力的训练; 增加综合型试验, 培养科学思维 ;

努力推广设计型实验, 培养探索创新精神; 建立教师学生双

向互动的教学模式,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该阶段主要教学任

务是培养学生基本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 同时要求实践课

教师要有一定的操作演示, 学生要有较充分的时间做实验。

通过各种较灵活的方法 , 先把学生引向正规轨道, 并以基本

能力和素质为主线, 使学生基本掌握实验规则和方法, 掌握

基本实验理论, 能够写出较完整的实验报告, 启发学生的观

察力和分析能力。这一阶段是以巩固基础课成效、启发学生

大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要求实验教学应有一定

的深度, 应力争把封闭式的教学形式改变成开放式。此阶段

可以安排本科1～2 年级训练。

2 .2  专业课实验阶段 根据生命科学实验实践性强的特点

以及社会对高素质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需要, 对现有实验课程

和实验项目进行了整合 , 建立了三个层次的实验课程体系 :

形态水平- 细胞水平- 分子水平。由单纯技能培养转化为

系统综合能力培养, 增强学生对各学科内在联系的认识, 减

少各学科实验的重复 , 体现出生物学知识的连贯性和实验技

能的综合性, 使实验内容、过程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

专业课实验阶段是本科实验教学的高级阶段 , 为定向培

养学生专业化实验手段和科学素质,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实验课、

遗传学实验课、生物化学实验课、植物学实验课等都已独立

开课, 通过开设综合性、研究性实验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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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创造能力。而且实验教学可以结合毕业设计课题 , 培养

学生独立设计实验、完成实验、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处理及

论文写作能力, 本科3 ～4 年级可独立设置整合专业基础实

验课以满足学生此阶段的要求。

2 .3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阶段  在专业课实验教学中, 更高

层次的能力培养是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完成的。所谓综

合性实验是在学生做过一定的基础实验之后, 针对一门或几

门课程中的某几个相联系的教学内容而安排的, 侧重于某些

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和实验技能的综合提高, 对实验结果具

备一定的分析和思考能力, 可以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

力。而设计性实验既有综合性, 又有探索性 , 是学生调动自

己所学理论知识的灵活运用。经过专业课的培养, 学生掌握

了一定的综合知识、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设计能力和创造能

力, 并能独立操作, 而且能较熟练地掌握本专业范围内的基

本实践技能 , 由此获取科学结论的实验方法, 并给学生提供

查阅文献资料的机会 , 从而培养了自学能力。毕业论文( 设

计) 教学过程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实

践性教学环节。因此在本科3～4 年级可加大力度开设一些

典型的具有综合性、创新性、设计性专业实验课以满足要求。

一个完整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还应加强社会实

践教学环节 , 加强基础实践, 重视各类实习, 强调专业实践 ,

各部分相互补充、相互衔接; 实践教学内容不断更新 , 体系设

计不断完善; 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能较早参加科技和创新

活动。

3  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与管理

建立健全实践教学各项规章制度, 实现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管理和严格的科学管理是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

量的重要保障, 建立一个全新的实践教学实施细则和运行管

理体制, 完善实践教学质量管理和质量评价体系。向学生开

放各类实验室, 形成“基础实验室—开放实验室—特殊仪器

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全方位的开放体系, 进一步完善实验

室管理体制, 实现实验室的资源共享, 明确学院、各学科群及

实验中心的工作职责, 修改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及实验教学计

划、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实验项目等实验教学文件 ,

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队伍的建设、修改校内外实践的有关规

定、毕业论文( 设计) 工作规程等实践教学管理文件与实施细

则, 以提高实践教学管理工作效率和水平, 为创新性人才的

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4  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的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

教学质量监控是一项基础工作, 只有长期坚持才能发挥

其教学监控的功能。这种教学管理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改革与探索。通过分析调研, 结合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的实践状况, 确定评价要素。在此基础上设定评定指标 ,

指标应尽量定量化, 尽可能排除人为因素影响 , 使实践教学

质量评价指标形成系统, 并对学生实践教学质量进行准确合

理的综合评价, 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质量

监控及保障体系, 同时重点发挥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学督导

专家组的作用, 加强对学校整个教学工作的宏观指导协调和

质量监控, 推动实践教学管理改革, 确保实践教学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 建立一支思想稳定、

知识丰富、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实践教师队伍, 是提高实践

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使这支队伍建设朝着“年轻

化、专业化、高学历”发展, 师资队伍建设的目标是 : 稳定、精

干、专职、全能。通过外派进修学习的方式, 使他们尽快成长

为精通实验仪器设备使用与维护、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胜

任生命科学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任务的专门人才。当前迫

切需要抓好专职人员进行实验技术与理论的系统培训 , 已派

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内地高校进修校内相关学科的理论

和技术课程及相关实验技术课程。同时, 对显微镜、切片机、

离心机、PCR 仪、分光光度计等专门管理实验人员进行仪器

维护与校正技术培训 , 采用派往相应仪器生产厂商学习或请

相应仪器生产厂商技术人员来院校培训方式。

几年来的教学质量管理监控改革实践表明, 建立一套高

效率、可操作的、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 能够

实现对教学质量的动态、适时、有效监控, 为教育教学改革提

供理论支持, 在教学管理上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和竞争激励

机制, 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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