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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遗传学课程的时代特点 , 对遗传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及实验教学等环节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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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 Genetics Teaching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NG Xiu- qin ( College of Ani 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Harbin , Heilongjiang 150030)
Abstract  According to features of genetics course inthe era , the course contents , teaching device , teachi ng method and experi ment teaching were dis-
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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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学是生命科学中研究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分支学科 ,

它涉及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的机理, 内容广泛而复杂, 尤其

是近几十年来, 分子遗传学的迅猛发展, 使得遗传学的研究

范畴、研究内容大幅度增加, 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 课程信息

量加大, 难度加深 , 教学任务与学时数限制的矛盾日益突出。

笔者总结了几年教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体会, 为农业高校

遗传学教学提供参考。

1  明确教学重点, 避免重复教学

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动物学、生物化学等

其他生命科学课程紧密联系, 相互渗透, 特别是随着分子遗

传学和基因组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原来只在遗传学中讲

授的内容已被各有关学科的教学接纳, 课程内容重复现象十

分严重。遗传学教师在授课时要特别注意与上述交叉学科

的衔接问题, 多与相关课程的教师交流 , 倾听学生的反映, 根

据学生的起始状态适当调整教学重点。凡遇到在前面课程

已学过的内容, 应让学生提前预习回顾, 课堂上仅对难点问

题作补充讲解, 这样既保持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又有效节

省了时间, 从而把有限的教学时间尽量集中在遗传学课程的

特有内容上。如减数分裂在遗传学的前修课动物学、植物

学、微生物学以及高中生物课中都有介绍, 但是由于减数分

裂时染色体的行为是遗传规律的基础, 学好减数分裂是进行

后续学习的前提条件, 所以 , 教师在讲授时要根据学生的基

础, 从遗传学的角度重点阐明在减数分裂的不同时期染色体

的行为变化。经典遗传学三大定律是遗传学的重点, 但是孟

德尔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同学们在高中生物中已经系统学

过, 并且由于有高考的压力, 普遍掌握较好, 教师应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教学内容, 把重点放在遗传学定律的发展、基因互

作以及连锁与互换定律上, 避免重复教学。又如 DNA 分子

结构、DNA 复制以及转录和翻译等生化过程的细节在生物化

学中已讲过, 遗传学教师在授课时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

这部分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 着重训练学生会读基因 ,

搞清楚 DNA 模板链与 mRNA 之间碱基序列的相对关系, 以

及 mRNA 与肽链的氨基酸排列次序的关系。

2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 , 提高教学效率

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迅猛发展, 新知识、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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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新观念不断涌现, 如何保持教学与科技发展的同步性 ,

在有限的学时内, 既能保证基础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 又能

带领学生走进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新发展, 已成为遗传学

教学的重要任务, 因此, 提高教学效率也成为当务之急。多

媒体技术应用于遗传学教学后, 教师节省了书写板书的时

间, 可以在同样的教学时间内讲授更多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

课堂信息量明显增加 , 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多媒体教学将图、文、声、画等技术融为一体, 为学生创

造了生动形象的教学氛围, 教学内容由静态变动态、由抽象

变具体, 生动直观 , 并且增加了趣味性和动感性, 有效地吸引

了学生的注意力, 提高了学习效率。例如在讲染色体交换和

重组以及PCR 扩增等内容时, 可以采用动画方式进行模拟教

学, 将单调、乏味的课堂知识形象地体现在图像、动画中 , 通

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的刺激, 增加学生单位时间的信息

获得量, 提高知识的接收效率,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更好

地强调了重点, 突破了难点 , 相对于单纯的语言讲解和传统

的挂图方式, 能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多媒体课件具有直观明了、图表清晰、信息量大等优点 ,

但也存在着学生笔记难记, 复习困难等问题, 在上课时要处

理好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的关系, 必要时仍需利用粉

笔和黑板对内容加以适当的补充和解释。

3  改革实验教学, 培养创新能力

实验教学是遗传学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培养学

生科学求实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及团队精神、创新

能力的重要途径。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 重知识轻技能”观

念的束缚, 以及实验经费缺乏、设备简陋和学时紧张等条件

的限制 , 使得遗传学实验教学仅仅被看作是完成课堂理论教

学的辅助手段, 狭隘地局限于验证某些理论, 并且偏重于经

典遗传学的内容。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对高素质创

新型人才的需求, 笔者对遗传学实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进行了改革, 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为出发点, 大

胆删减与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 增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

比重, 优化课程体系。在进行设计性实验时 , 打破时间的限

制, 实验室全天开放。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 , 在教师的指导

下独立完成课题设计、原始材料准备、试验数据采集、结果分

析、问题查找等全过程, 全面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 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提高实验成功率, 保持学

生的实验热情, 教师要认真进行备课、预试验 , 熟练掌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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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及相关知识, 对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能给予

完整、准确的回答 ; 熟练掌握实验步骤及可能出现的结果, 加

强对实验结果的判断能力和解释推论能力 , 引导、组织学生

分析、讨论。这样, 通过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有机

结合, 既训练了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 又培养了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4  注重比较和归纳, 培养良好的学习方法

在遗传学课程中 , 有很多易混淆的概念, 如嵌镶显性与

共显性, 母系遗传与母体效应, 重叠作用与累加作用 , 上位作

用与抑制作用, 从性遗传与伴性遗传等,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

学习和掌握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 , 在理解的基础上达到记忆

的目的 , 教师在设计和组织教学时应注重引导学生将类似的

知识点联系起来, 通过比较发现它们的本质区别。

图表教学直观形象、高度概括、简明扼要, 不仅能加深学

生对新知识的理解, 突破难点, 减轻学习负担 , 而且有利于学

生掌握知识的内在规律 , 使知识结构有序而且清晰, 增强综

合问题、比较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细胞分裂时, 可以将有

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特点与区别归纳如下( 表1) :

  表1 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的特点与区别

有丝分裂 减数分裂

发生时期 整个生命周期 生殖时期

发生部位 任何组织 ,体细胞 性腺组织, 性细胞

分裂次数 1 次 2 次

产生子代细胞数目 2 个 4 个

子代细胞染色体数目 与母细胞相同 是母细胞染色体数的一半

分裂实质 姐妹染色单体分离
的均等分裂

(1) 减-Ⅰ, 同源染色体的减数
分裂 ;( 2) 减-Ⅱ, 一个染色体
组的分裂; 姐妹染色单体的
均等分裂

有无联会和互换 无 有

子代细胞遗传组成 与母细胞相同 父母本遗传组成的重新组合

  通过图表和比较教学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 实现了教学

目标, 而且可以培养学生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 , 锻炼学生准

确分析知识的能力。

5  理论联系实际, 提高学习热情

遗传学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医学、农业、资源、环

境、刑侦等领域均可看到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广泛应用。为

了更好地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提高学习热情、

深化学习主动性, 在讲授理论知识时, 尽量举一些遗传学知

识指导实践的例子, 理论联系实际 , 促进学习。如在讲 ABO

血型遗传规律时, 可以先质疑:“为什么输血时要验血型”,

“如何通过血型来进行亲子鉴定”等, 使学生带着问题听课 ,

提高学习效率。

家畜、家禽、人类都有着相似的遗传基础, 在讲伴性遗传

时, 可以根据伴性显性遗传的特点引入芦花母鸡与非芦花公

鸡( 白来航除外) 杂交, 通过后代羽毛颜色对雏鸡进行性别鉴

定的例子。此外还有许多与生活、生产实践紧密联系的例

子, 如为什么女性红绿色盲的发病率低? 为什么只有男性出

现外耳道多毛表型? 为什么人类的性别比例在自然状态下

总保持平衡( 1∶1) 而不产生太大的偏差⋯⋯。通过这些问题

的提出与讨论, 创造出一种愉快和谐的教学气氛, 使学生的

思维处于活跃敏捷的状态, 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有利于对抽象、逻辑性强的问

题的理解, 提高教学效果。

6  优化考试方法, 端正学习态度

考试是检查和督促学生学习的一种方法。在以往的考

试中, 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这就导致了

平时不学习, 考试之前临时突击 , 死记硬背, 应付过关的现象

普遍存在, 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因此, 有必要建立更为完善

的考试制度 , 将学生平时的学习成果记入课程的总成绩, 并

做到科学性与公正性相结合, 可行性与可比性相结合, 稳定

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是期末成绩占总

成绩的70 % , 考试内容包括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根据

父母的基因型与表现型写出后代的基因型、表现型及其比例

等, 力求覆盖课程的所有知识点, 保证命题的客观性和科学

性; 平时成绩占10 % , 这部分内容包括平时的出勤情况、课堂

回答问题情况及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重点考察学生的学习

态度; 实验课成绩占20 % , 在实验课成绩评定中克服了以往

单纯依据实验报告确定成绩的弊病 , 增大了动手能力、认真

程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 坚决

杜绝不做实验只交实验报告的现象存在。在对非卷面成绩

进行评定过程中, 制定了一系列严格、规范的标准, 避免掺入

过多的随意性和评价性, 保证有效、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的

学习质量。这样, 考试内容的多样化及深度和广度的增加 ,

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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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是社会、

学校、家庭乃至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应把社会

实践能力作为学生培养的重点工作 , 将社会实践贯穿于高

等教育的全阶段。

现在我国的社会实践教育体系的整体构建仍处于摸索阶

段, 通过不断探索社会实践模式, 将社会实践活动层次化、规范

化、长短结合、点线面并重, 实事求是地推进社会实践工作, 充

分发挥社会实践在高等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必然能构建出适

应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践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 1] 高嵩.社会实践与研究生素质培养[J] . 中国高教研究,2005(12) :50 -
52.

[2] 王秀成.高校社会实践要符合教育规律与价值规律的有机统一[J] .山
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73 - 75 .

[3] 杨梅.社会实践与新型研究生教育模式[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
报,2002(3) :120- 122 .

[4] 张为鄂,王忠明,陈文华.研究生社会实践模式的分析比较[J] . 中国高
教研究,2003(9) :36- 37.

[5] 雷世富.研究生社会实践中参与各方的利益冲突与协调[J] . 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2005(3) :13- 16.

[6] 潘国锦.国外研究生教育管理对中国教育模式的启示[J] . 嘉应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4(1) :82 - 85 .

[7] 牛翔,张铤,孟威.当今大学生社会实践刍议[J]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
报,2004(3) :120- 122 .

[8] 陈倩.高校扩招六年的成绩、问题与对策[J] .统计与咨询,2006(1) :12- 13.

981235 卷7 期                  杨秀芹 农业高校遗传学教学的实践与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