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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当前地方高校细胞生物学课程的教学现状，然后深入剖析了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

措施，包括教学内容优化和学科交叉融合、教学方法创新和技术赋能、融入课程思政和评价体系改革等，

以期为地方高校细胞生物学的教学改革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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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of cell biology cours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then delved into the main measures for teaching reform in cell biology courses, including optimiz-
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technolog-
ical empowermen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reform-
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aim is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ell 
biology cours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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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细胞生物学是运用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技术手段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在细胞水平上研究生命活动

规律的学科。细胞生物学在生命科学领域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前沿学科，需要学生对植物学、动物学和生

物化学等前置学科的相关知识掌握较好，同时也着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协同创新能力[1]。细胞生物

学作为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专业的核心必修课之一，研究范围覆盖从分子到亚细胞结构再到整体细胞的

生命活动，涉及细胞信号转导、细胞增殖调控、细胞周期与细胞分裂等动态过程。其概念间的关联性很

强且高度抽象，涉及的学科前沿技术较多[2]，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反映记忆负担重，学习压力较大。

任课教师也因课程内容较多、学时有限且课后与学生交流时间较少，无法对所有的前沿知识进行深入讲

解和课外拓展[3]。鉴于此，本文以乐山师范学院的细胞生物学教学为例，探讨省属本科院校细胞生物学

的教学改革措施和思路，以期为其他地方高校提供细胞生物学课程改革案例，助力教学实践参考。 

2. 地方本科院校细胞生物学课程学情分析 

2.1. 细胞生物学课程学生学习状态分析 

细胞生物学课程是生物专业大二学年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学习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

发展。细胞生物学课程抽象难懂，学生在学习和理解相关概念原理时难度较大。如细胞信号转导(如 cAMP-
PKA 信号通路、双信使信号通路、MAPK 信号通路等)、细胞增殖与调控(CDK-cyclin 复合物)、细胞衰老

与死亡等过程包含大量分子间相互作用，学生很难理解其动态过程。反思原因可能这部分内容需要学生

具备扎实的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若和相关课程衔接不足(如酶的作用机制和酶调节、

膜电位、基因表达与调控的理解薄弱)，细胞生物学课程的学习就会面临较大阻碍。其次，省属本科院校

条件有限，学生缺乏相关的实验背景，学生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死记硬背，导致学习效果较差。

通过对我校 2022 级生物科学专业学生访谈分析表明，80.0%的学生认为细胞生物学的难度较高、学习内

容较多，12.5%的学生认为难度一般，仅有 7.5%的学生认为细胞生物学课程较为容易。当课程进度到一

半时，仅有 17.5%的学生可以正常跟上课程进度，75.0%的学生表示学习过程有些吃力，有时需要靠机械

记忆掌握部分内容，7.5%的学生表示完全不能跟上课程进度。如此发展下去，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就

会严重丧失，表现为学生在课堂注意力分散、参与度低，甚至个别学生上课期间存在浏览非学习性电子

设备等行为。 
通过对本校近两年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实践可以发现，学生虽能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但

普遍缺失自主学习习惯，大部分学生(60%)不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教师讲授的内容。学生对细胞生物学

的学习存在以下几种心态：一是平时跟着老师的进度认真学习、主动思考，以应对期末考试和专业发展

需求；二是平时想学，对细胞生物学涉及的疾病发生机制和治疗、药物研发等内容兴趣浓厚，但和前期

相关知识不能很好衔接，无法完全理解老师讲授的内容，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平时不学习，仅依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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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集中突击复习来应付期末考试，即便期末考试未过，补考乃至重修最终也会通过。正因为这几种心态，

学生在细胞生物学的学习过程中基础知识和相关实验技能掌握不足，学习效果不理想。生物类专业由于

学科深度、就业瓶颈等多重因素下，地方本科院校学生考研率普遍较高。大多数生物类专业考研院校初

试都涉及细胞生物学内容，很多学生到大四临近考研的时候又机械性记忆细胞生物学历年考研真题，却

忽视了细胞生物学实验设计能力和科研思维的训练。 

2.2. 细胞生物学课程考试成绩分析 

期末考核作为高校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环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同时根据学生成绩的分析，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策略的调整与优化提供借鉴与参考。基于我

校 2022 级生物科学 3 班 55 位同学的细胞生物学期末卷面成绩分析，如表 1 所示，学生细胞生物学卷面

成绩分布基本呈正态分布，全班平均分为 70.5 分，80 分以上的人数所占比例为 30.9%，卷面不及格人数

所占比例高达 18.2%。卷面高于 90 分的 5 位同学平时在课堂表现良好，学习兴趣较高，能积极主动回答

老师所提的问题并且课下主动和老师讨论一些前沿问题。从考试成绩来看，教学过程中尽管更加突出了

基础知识的教学，学生对细胞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掌握情况并不理想。从卷面题型来看，简答题

和论述题是综合性较强的试题，得分率不高，表明学生对细胞生物学进行对比、综合归纳和分析的能力

还有一定差距。实验设计题是着重考查学生综合分析、理解和应用的能力。从得分情况来看，表明学生

应用基本原理解决细胞生物学的实际问题能力还很薄弱。从考试现场学生交卷的情况来看(考试时间为 2
小时)，第一个交卷的时间为 1 小时 40 分钟，大面积交卷时间为 1 小时 50 分钟，最后一人交卷时间为 1
小时 58 分钟，这说明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考试态度较好。细胞生物学是生物学专业最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

对后续专业课程如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课程的学习有很重要的基础性。根据本次学生成

绩的分析，发现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掌握还有一定差距，且综合应用细胞生物学知识进行分析的

能力还有不足。 
 

Table 1. Final exam grade distribution for “Cell Biology” in Class 3 (Biological Sciences), 2022 cohort 
表 1. 2022 级生物科学 3 班《细胞生物学》期末考试成绩分布 

分数段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人数 5 12 11 17 10 

比例 9.1% 21.8% 20.0% 30.9% 18.2% 

学生人数：55；最高分：96；最低分：29；平均分 70.5。 

3. 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措施与思路 

3.1. 教学内容优化和学科交叉融合 

地方高校细胞生物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优化和学科交叉融合是应对新工科战略需求、破解传统教学存

在知识滞后性瓶颈的核心改革措施，其本质在于通过知识体系重构与跨学科横向贯通，培养兼具理论基

础和创新能力的高校复合人才。在教学内容优化方面，针对细胞生物学教材存在更新滞后、地方高校实

验设备不足等现实问题，构建“重点内容动态化、前沿动态模块化、实验能力阶梯化”的课程教学体系

[4]。以流动镶嵌模型、化学渗透学说等经典细胞生物学理论为基础，运用 3D 动画等技术增加抽象理论

的可视性。教师在 Nature、Science 等期刊网站选取相关最新研究成果以专题的形式给学生进行讲解，并

选取难易适中的最新文献让学生分组进行学习和汇报，教师集中答疑解惑；教师专题讲解和学生分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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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相结合，提高学生对细胞生物学前沿知识的了解和自主探究能力。同时，为了提升学生的实验动手能

力，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细胞生物学的科研技能训练，如动物细胞的转染和 GFP 的 RNA 干扰技术，

使学生掌握动物细胞转染方法、RNAi 技术的操作方法等实验技能。我校生物类专业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

大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设计性、开放性、探究性的实验内容很少，不能较好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教学效果不佳。可以舍弃一些过于老旧的实验项目，开展一些综合性实验，如胆固醇

对鼠肝细胞质膜通透性和流动性的影响等实验项目。此外，鉴于四川省竹林资源丰富且我校竹类病虫防

控与资源开发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设施完备，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开展竹类的细胞生物学研究，如苦竹细

胞构成、形态及细胞壁层构造等，加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深入了解。 
细胞生物学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其与医学和农学等学科联系紧密。地方省属本科院校细胞生物

学教学的学科交叉融合，需要立足当地产业需求和优势学科，构建平台共建和项目驱动的协同育人模式

[5]。首先，可以将细胞生物学和当地产业需求结合起来，一起共建平台或实验室，通过做实际项目(比如

研发新药或疾病检测技术)让学生边学边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其次，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联合

其他学科开展“细胞生物学+”的交叉课程，比如融入生物信息学(单细胞测序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技术预测细胞行为)等内容。第三，实施校外跨学科双导师制，是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有效途

径，比如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双导师制，共同指导学生开展医学领域的实战课题，最后学生通过论文、

专利等成果来反哺教学。 

3.2. 教学方法创新和技术赋能 

问题导向式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该教学法引导学生

解决具体、复杂的实际问题，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PBL 摒弃了传统教

学过程中教师的单向知识传递，将学习、任务及问题相联系，使学生投入到问题的钻研中。PBL 通过设

计一些真实的任务，把学生的学习置于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及小组合作来解决问

题，进而学习问题背后的相关理论知识。而翻转课堂教学法强调学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教师在学习通等

网络平台发布的教学资源，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交流讨论，完成知识的学习与掌握。PBL 教学法和翻

转课堂相结合，应用于地方高校细胞生物学的教学中，能够充分互为补充，提高细胞生物学的教学效果

[6]。具体而言，在细胞生物学课程中，PBL 与翻转课堂的融合教学可通过“课前翻转教学–课中 PBL 教

学–课后巩固”三个环节实施。课前，教师围绕核心知识点(如细胞的周期调控)，教师整合相关知识的微

课视频等学习资源上传至网络平台，学生分小组进行自主预习，组员间互相监督。课中，教师提出问题

(细胞周期调控异常会使人类患哪些疾病？应该怎样治疗？)，组织学生分组协作探究，将课前所预习的知

识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最后再由教师进行总结分析。课后，及时进行巩固学习(基础习题巩固、案例

分析及创新课题设计)，同时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自评、互评等)。为了保证 PBL 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在细

胞生物学教学中的效果，任课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课堂实际教学氛围动态调控教学节

奏。这种课前翻转教学–课中 PBL 教学–课后巩固的教学模式以实际问题为锚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

解决复杂生物学问题的能力。综上，地方本科院校适当采取 PBL 与翻转课堂二者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可

行的，可以当作传统教学的补充，将原本单向的知识传播，升级为包含教学方式、师生关系和课堂结构

的系统变革。 
地方高校可以在细胞生物学教学过程中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有效突破了地方省属高校实验设备短缺、

部分实验安全风险大和微观过程可视化不足等瓶颈。通过构建不同模块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如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模拟)，突破传统显微观察的时空限制，使 G 蛋白偶联受体激活机制、细胞周期调

控节点等抽象的分子机制可视化[7]。此外，VR 技术还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学生可以随时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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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沉浸式教学场景，使学生能

够“身临其境”地进入细胞内部开展探究性学习。通过动态化呈现细胞器协同工作机制，如物质转运等

细胞活动过程，学生可以直观理解抽象的生命现象本质。技术赋能的细胞生物学课程体系突破时空约束，

支持学生通过移动终端反复演练复杂的实验流程，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应用和创新实践能力。 

3.3. 融入课程思政和评价体系改革 

回顾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历史，从施旺、施莱登及后来的魏尔肖提出并完善细胞学说，弗莱明发现染

色体及其在细胞分裂中的行为，辛格和尼克森提出流动镶嵌模型，哈特韦尔等发现细胞周期关键调控因

子，山中伸弥开发了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促进细胞生物学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

全由外国学者完成。20 世纪以后，我国细胞生物学领域也相继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如贝时璋院士提出

细胞重建学说，对细胞的产生有了新的解释；施一公运用结构生物学的技术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及细胞凋

亡的分子机制等。因此，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应当充分展示中国取得的成就，强化学生对我国近年来细胞

生物学领域发展的认识，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强化文化自信。地方高校在细胞生物学教学过程中要积极融

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为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提供支撑[8] [9]。具体而言，如讲授线

粒体能量转化时，引入我国科学家在淀粉人工合成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二氧化碳到

淀粉的从头合成，剖析其背后“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精神；讲解细胞信号传导时，对比新冠疫苗研发过

程的中外合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将细胞生命活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度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地方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有效路径[10]。 
地方高校细胞生物学教学往往存在评价方式单一的问题，以期末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很难全方位地

反映教学成果。面对高质量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需求，地方本科高校应该建立多元化的细胞生物学课

程评价体系，提高学生细胞生物学的综合素养。我校细胞生物学教学团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

是期末考核过程中适当提高平时形成性评价所占比例，丰富形成性评价的量化指标。如我校可以将细胞

生物学形成性评价所占比例从 30%提高至 40%，避免期末卷面分数占比过高，而忽视了学生中间过程的

综合表现。将出勤、平时作业、课程讨论这些基础指标完善为课前自主预习(微课学习情况和资料查阅情

况等)、课堂学习情况(课堂表现、课堂讨论和课堂测验)和课后学习情况(课后作业、拓展学习)三部分，最

后根据每部分得分的权重计算平时形成性评价的最终成绩。二是加强实验技能准确度和熟练度在细胞生

物学考核中的占比。有些学生细胞生物学实验操作能力很强但理论学习较差，教师可以采取差异化培养

策略，有效增强学生的信心。细胞生物学实施多元考核评价方式，充分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4. 结语  

我校生物专业细胞生物学教学过程中部分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综合能力有所提

高。地方本科院校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需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技术

手段，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优化评价体系。教师要不断加强学习，探索适合地方高校细胞生物学课

程发展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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