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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遗传学实验》有机融合遗传学理论知识与实

践技能，对其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深度融

合、应对遗传学领域伦理挑战、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及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长期

以来，教学中主要聚焦于学生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在思政教育方面的融入显著不足。文章将

以《遗传学实验》课程为例，围绕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目前教学中仍存在的不足、课程思

政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方面进行探究，以期为遗传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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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to carry 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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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he “Genetics Experiment” course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heoret-
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of genetics. Reforming its teaching mode with an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focu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
tio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dressing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genetics, enhanc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meeting societal demands for talent. For a long time, teaching has mainly focused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but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en notably insufficient. Taking the “Genetics Experiment”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
plores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the current deficiencies in 
teaching,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reform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genetics experimen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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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推动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近年来，各高校积极开展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中，思政课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课程思政是落实高

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趋势[1] [2]。课程思政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专业

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形成一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综合教育新理念。 

2. 《遗传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遗传学实验》是高校生物类专业学生的核心实验课之一，旨在与遗传学理论教学相辅相成，提供

实践操作的学习平台，授课对象为生物技术与生物信息学专业二年级学生。与理论教学相比，实验课程

通过实际操作，帮助学生验证和理解遗传学理论，加深对遗传学原理的认识，更加注重实际操作和技能

培养。此外，遗传学实验教学在促进学生间的互动沟通、协作配合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具备将思政教育

元素自然融入其中的独特优势，成为培育学生创新思维和学术素养的关键渠道。鉴于此，加强《遗传学

实验》课程的思政教育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3]。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学校的重要使命，亦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4]。《遗传学实验》

课程内容丰富，涉及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定律、有丝分裂、减数分裂、微核实验及染色体畸变实验等多

方面的遗传学基本知识和方法。与思政教育存在天然联系，如遗传学中的科学道德、生物伦理、爱国情

怀和社会责任感等。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可以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思

政教育滋养的协同发展。 
此外，随着遗传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如基因编辑、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在实现精准编辑

基因、调控生物性状的同时，也面临生态污染、伦理问题和技术安全性等挑战。在《遗传学实验》课程中

加强思政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为未来从事遗传学研究或相关工作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思政教育不仅是道德层面的教育，更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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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团队协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等综合素质。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既要求具备扎实的专

业知识，又注重拥有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社会责任感。通过《遗传学实验》课程的思政建设，致力于培

养既掌握专业知识又知晓伦理道德、既有技能又有情怀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满足社会对全方位人才的

迫切需求。 

3. 《遗传学实验》课程现状 

实验课教学方式多采用传统的集中教学模式，教师先行对整体的实验原理、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及

操作步骤等环节进行讲解与演示，学生在老师的指导后进行按部就班的重复操作，此种方式不利于培养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独立思考能力。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往往循规蹈矩，缺乏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探

索欲望的活力。知识体系的更新步伐滞后，难以匹配生物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快速演进需求。此外，

在课程思政的融合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教学之间的结合显得生硬且不自然，过度聚

焦于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思政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作用。教学效果的评价

方式也多采用课堂出勤率、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来评定学生实验课程的成绩，导致部分学生为追求高分

数，过度注重实验报告书写，而非聚焦实验本身的探索与发现。部分同学在课堂上没有取得理想的实验

结果，还会出现学生之间相互借鉴实验结果现象，致使实验报告雷同，很难通过实验报告客观反映出学

生掌握实验操作的真实情况，存在不客观、不公平现象，也不利于学生实验兴趣和积极性的提高。 
长期以来，教育工作者们一直积极探索如何行之有效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实践。自国家

推行课程思政建设举措以来，尽管对思政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在实际教学执行层面，思政教育仍显

著滞后于专业课程教学。实验课程重点主要放在实验原理的讲解、仪器的正确使用以及操作技能的锻炼

上，而思政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的融入效果并不理想。针对上述人才培养现状，立足历史新起点，高校应

如何与时俱进，与祖国同行，切实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如何适应“双一流”建设要求，解决目前《遗传

学实验》教学中仍存在的不足，是一项迫切亟待探索的重要课题。 

4.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施 

本研究根据学院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学生学情和课程特点，通过对《遗传学

实验》课程教学资源的积累、探索和总结，重点从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团队建设、深挖思政元素和创新

评价体系方面进行探索与实施。 
(1) 优化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以学生为中心，依据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抓住学生的兴趣点，遵循学生的兴趣在哪

里，哪里就是遗传学知识的激发点原则。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实验的设置上按照先易后难、由浅

入深原则，深入探索各实验间的共同要素及内在逻辑关联，进而对遗传学实验课程内容实施分层级、系

统化的设计；遗传学实验中精选部分验证性实验，主要目的是巩固和加深学生对遗传学知识的理解，验

证遗传学理论，并初步掌握遗传学研究所必需的基本实验技术。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新时代人

才培养的关键[5] [6]，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增加创新型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

力。强化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独立或以科研小组为单位，围绕某一选

题，利用第二课堂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侧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为了优化实验安

排，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调整方案，针对某些实验中存在的长时间等待问题，需合理调配时间资源，借

鉴国外常用的“交错实验法”，将耗时较长的实验与其他实验交替进行。在实验操作前后若有空余时段，

安排与实验内容紧密相连的练习题，加深学生对实验原理及操作方法的领悟。若实验流程紧凑，则可利

用课后时间布置相关作业以巩固知识，教师在下次实验课前应对作业进行解析，不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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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掌握。同时，持续更新并优化教学理念，选择合适的实验内容，灵活融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以此

革新传统实验教学中教师讲授、学生听讲及简单练习的单一形式，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动实施者、

积极参与者、乐在其中者，不仅能显著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还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意识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导学生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更深入地理解遗传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更好地指导实践，

应对遗传学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例如，在遗传学领域，基因编辑技术是一项革命性的突破，可以提高

作物的产量、抗病性和适应性，改良作物的口感、营养价值等，满足人们对食品多样化的需求，为解决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持。此外，可以精确地编辑导致遗传疾病的基因，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了

解基因的功能、信号传导途径和疾病机制等，为新药研发、疾病治疗等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但是，

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如人类生命的尊严、平等和自由是否受到侵犯，以及是否允许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等，触及了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亦或产生新的遗传疾病、破坏生物

多样性。同时，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过程也可能存在技术风险，如脱靶效应，可能对生物体的健康和安

全造成潜在威胁。因此，需要教会学生用辩证的思维方式来全面、深入地看待基因编辑技术。在充分发

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2) 加强团队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7]。因此，要想做

好课程思政建设，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只有平时注重知识的积累和输入，教学过程中才能有源源不断

的正向输出。除了深耕专业知识领域，也要持之以恒地增进对政治政策的理解与积淀，不断提升个人的

综合素养，提升政治觉悟和教学认知，增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思想认同感和行动自觉性，确保课程思政

的理念能够真正深入人心。在提高个人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团队建设，进行优势互补，融合多学科的

知识和技能，组建包含生物学、遗传学、教育学和思想政治等多学科背景的教学团队。 
构建高效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关键在于强化教学团队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能够带来高质量的

思政课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只有团队成员担起思政之责，讲出思政之味，才能构

建起高校大思政格局[8]。通过团队建设，可以形成集体智慧，凝聚团队力量，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团队

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能够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创新，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进行集中备课，

定期组织团队会议，讨论遗传学实验教学进展、课程思政建设及学生反馈等问题，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团队内部的信息共享平台，方便团队成员随时交流意见和资源，提高工作

效率。教师在团队建设过程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业务素养和师德素养，

为遗传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促使每位教师都能发挥其专长，激发教师活力，形成优势互

补，提高整体教学效果，提升学校的育人效能，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3) 深挖思政元素 
立德树人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更是新时代背景下铸魂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中心环节[9]。按照生物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思政和专业课程的教学要求，重新制定教学日历

及教学大纲、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撰写课程教案，牢牢把握课程建设的主战场和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深

入挖掘每一个遗传学实验所映射的课程思政内涵，课程思政的切入点以及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借助案

例教学法、分组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重塑“多维一体”的课程目标，真正将课

程思政教育落在实处。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好网络资源，借助全球顶尖学府和领域专家的视频公

开课，深挖思政元素，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让学生们接触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和创新思维。通过师生一

起观看学习，形成共同学习和探索的氛围，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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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实验中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深入挖掘，将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培养学生

的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例如，在进行课堂引入过程中，穿插介绍遗传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讲述他们

的科学贡献和人生经历。如在介绍植物组织培养与育种时，与同学们深入学习袁隆平院士胸怀祖国、心

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将袁隆平院士的科学家精神有效融入校园文化，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传承和弘扬他的科学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10]。在介

绍果蝇染色体时，为学生讲解被誉为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祯院士坚持真理、勇攀高峰的学术信仰

[11]，“吾平生无所追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1944 年发现了轰动全球的瓢虫色

斑变异的镶嵌显性现象，为我国遗传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一系列科学家的典型事迹，激发学生的

科研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传递科学精神、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12]。 
遗传学领域的进展日新月异，不断引领着前行者探索生命的奥秘与边界。在实验中引入遗传学研究

的最新成果，如精密的基因编辑技术与高效准确的基因测序技术融入实验教学之中，引导学生将目光投

向科技的最前沿，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创新意识与探索精神的未来科学家。涉及遗传性疾病的检测、治疗

与诊断等问题时，可以引入伦理学讨论。例如，讨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遗传信息的隐私权保护

等，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判断力。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如“三亲婴儿”等，让学生深入理解遗

传学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鼓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辩论，提升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在实验

教学过程，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将小实验融入大背景，以“植物根尖多倍体的诱变”为例，将其与社会

发展需求相联系，凸显实际应用价值，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通过人工诱变技术，已成功培育出多种高

产且抗逆性强的农作物品种，不仅缓解了全球粮食短缺的问题，还带来了显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在授

课时，将社会实际背景融入实验讲解，帮助学生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实验的意义，有效提升科学思维能

力[8]。 
(4) 创新评价体系 
遗传学课程将实验和实践紧密结合，实验教学在专业课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遗传学实验评

价体系的创新至关重要。目前，本科生遗传学实验课成绩评价包括实验操作成绩、实验报告成绩、平时

成绩等方面，现行的评价制度存在考核方式固化、追求价值单一、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学生为了获

得理想的成绩，花费大量时间在完善实验报告上，有时自己没有得到好的实验结果，还会参照其他同学

的结果。实验过程中，尽管有些实验需要 2~4 人成组协同作业，却常出现参与度不均现象，有些同学积

极参与、认真完成，有的同学很少动手参与该过程。鉴于上述现象，亟需采取更为灵活的考核方式，不

断丰富形成性评价的维度，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 
在遗传学实验的评价体系中，综合学生多方面的表现和参与度，增加过程性评价，采用观察、记录、

访谈等方式进行实时评价，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参与程度、合作能力等，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进步，也要重视学生的学习结果和表现。同时，引入自我评

价、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形成多元化的评价主体。通过项目式学习、案例解读及动手实践等方式进行

评价，并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和提升能力。通过标准多元化考核，使学生更好地

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自我价值。 

5. 总结与思考 

遗传学实验教学在遗传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是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桥梁，也是培

养学生科学素养、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遗传学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应用于学院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专业，覆盖本科生总数 150 余人/年，对于生物技术与生物

信息学专业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同时思政建设成果协同促进我院基因工程技术进展、高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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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工程伦理、生命科学研究进展、研究方法论等多门研究生课程，涉及多个专业，也为学校其

他相关专业学生的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提供借鉴，对于探索新时期生物学教学改革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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