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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课程是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化

学等生物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

生命物质的化学组成、结构及生命活动过程中各种化学

变化的基础生命科学。 《分子生物学》课程内容涉及大量

艰深的概念、繁杂的原理、抽象的机制，历来都是公认的

高难度生物专业基础课，而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习生命

科学应当具备国际化的视野，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是国

内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与主要方向[1]。
另一方面，《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着力推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信息化与教学的融合是高校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也是当前的重要改革发展方

向。 信息技术在课堂中的有效介入，将改变传统的教与

学，为课堂教学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策略。
笔者立足信息化与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开展了

《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改革探索，进行了尝试的同时

也进行了教学思考。
一、课程简介

1.学习内容

分子生物学基本原理及技能的掌握是二十一世纪

生物科学人才发展的一个基本需求[2]。 本课程团队采用由

提出 DNA 双螺旋模型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James D. Watson
主编的优秀英文原版教材 《基因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并运用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英

语分子生物学知识点小视频等教学素材展开《分子生物

学（双语）》课程教学，其学习内容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分子生物学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中应用最广

泛的一门前沿学科，且相关科研发展日新月异。
其次，其内容涉及大量艰深的概念、繁杂的原理、抽

象的机制。
再次，与其它学科有着广泛的交叉和渗透。
2.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是围绕课前、课中、课后的协作学习

活动开展的线上线下兼容并蓄的混合式学习。 关于混合

课堂的定义，众说纷纭。 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笔者更认

同这样定义混合型课堂：“适时适当”的课下在线自主学

习与“适时适当”的面对面的课堂学习两种学习方式的

有机整合[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转变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和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是

当今教育成功的关键所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要求高等教育应“着 力培

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

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因此，本科生课程教学应该超

越知识的传授而更加注重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然而

《分子生物学》 传统教学过程则更多地强调对知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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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应用，学生思维知识匮乏，思维定式严重，思维迁移

能力差，这已不能满足当今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诉求。 借

助开展《分子生物学（双语）》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契机，课

程团队坚持以生为本， 融合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教学理

念，构建完善系统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促进教与学方式的转变，帮助学生提高的专业

英语基础、掌握国际前沿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框架，最终

达 到 培 养 具 备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创 新 性 研 究 型 人 才 的 目

标。 本课程目标定位如图 1 所示。

3.教学流程设计

结合上述《分子生物学（双语）》课程的学习内容及

目标定位设计了本课程的课前、课中、课后“三步走”的

教学流程，如图 2 所示。

二、信息化理念与《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融合的

策略与实践

1.教学理念

（1）倡导“国际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实施双语教学， 将前沿的学科知识呈现给学生，并

依托多样化的信息化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开展注重过程性评价的多元评价。
（2）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转变以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以“授之以渔”代之。
在教学中贯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把时间还给学生，将

方法教给学生，而不是将知识“灌输”给学生。
2.教学策略与实践

在将信息化与教学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具 体 做 法

如下：
（1）立足国际化视野

综合考虑学生的英语基础及《分子生物学（双语）》
课程的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所用到的资源及使用英语

教学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教学课件、教学案例、参考教材、参考文献以及问卷

星测试、Kahoot 抢答测试等均为英文， 并在讲解中灵活

应用中文教学， 经典教材与前沿科研论文紧密结合，传

播学科前沿知识的同时，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高

等院校进一步全方位地迈向国际化，使学生具备国际化

思维，为进入生命科学领域国内外先进实验室深造创造

条件。
（2）依托信息化工具

信息化与双语教学融合的过程中，考虑到单一的信

息化教学工具并不能很好地优化课堂教学效果，因此使

用了形式多样的信息化工具如云课堂、QQ 群、Padlet 平

台、Kahoot 平台 、问卷星平台等，尽可能利用每一信息

化工具的优势，使教学效果最优化。 主要使用的信息化

工具（如图 3 所示）及其相关说明如下：
①云课堂是教学资源的汇聚平台。 教师使用教师账

号登陆，不仅可以发布课程大纲、教学日历、教师简介、考

图 1 《分子生物学（双语）》课程目标定位

图 2 教学流程设计

表 1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 英语使用情况

教材
全英文《基因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全英文《Instant Notes in Molecular Biology》
(精要速览)

教学课件
以 英 文 为 主，并 用 中 文 注 释 用 重 要 、学 生

不熟悉的词汇

教师讲解 中英文灵活切换

问卷星测试、kahoot 游戏 全英文

课前发布的小视频资源 全英语配音，绝大部分配有英文字幕

全英语配音，绝大部分配有英文字幕

提倡尽量用英语表达

课上所用的小视频资源

小组代表分享讨论结果

教学研究

预 习 说 明

教 学 小 视 频

外 文 教 材 和

参 考 书

最 新 研 究 文 献

反 馈 自 主 学 习 效 果

1.讨论所有的话题

2.随机抽题

3.分享学习成果

4.组间互评，组内自评

与互评

5.教师点评

1.在云课堂论坛、QQ 上留

言提出不明白的知识点

2.组内、组间相互交流

3.分享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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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方式、课程结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等，还可以发布

论坛帖、通知以及作业。 [4]最重要的一点，即提供共享课

件、视频、文本等教学资源。 云课堂界面截图如 4 所示。

②QQ 群平台可以为学生与教师及助教间的交流提

供便利。 同学们在课下的自主学习中，对存在疑惑的知

识点可以在群里发布，其他同学、老师及助教积极参与

问题的解答。 课堂的所有角色———学生、教师、助教实现

全天候的交流讨论。 图 5 所示为学生和教师之间基于

QQ 平台交流互动的截图。

③Padlet（即网页故事墙协作工具，网址 https://zh-
cn.padlet.com/）是一个通过简单的拖拽式操作和使用丰

富的模版即可让新手也能很快的做出好看的网站的建

站工具 [5]。 Padlet 为线下的小组合作学习提供交流互动

平台，各小组可以根据自主学习情况，将需要教师在课

上重点讲解的内容反馈到讨论墙中，如图 6 所示。
④问卷星（网址 http://www.sojump.com/）是一个专业

的在线问卷调查、测评、投票平台，专注于为用户提供功

能强大、人性化的在线设计问卷、采集数据、自定义报

表、调查结果分析系列服务[5]。
课前，教师依托问卷星平台创建在线小测试，在每

节课正式讲解之前，同学们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测试界

面。 通过问卷星测试，可以检验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教

师再根据小测试的结果调整上课的侧重，使讲解更具有

针对性。 并且每一次课，安排两次问卷测试，课前的预习

测试及课后的复习测试。 问卷星实例二维码截图如图 7
所示

⑤Kahoot 被视为美国K-12 十大教育工具之一（网址

https://getkahoot.com/）。Kahoot 使得任何主题、任何语言、
任何设备、任何年龄段的环境中，创建、播放和分享基于

测验的学习游戏变得容易。 该平台能为使用者提供更加

社交、有意义、有趣和强大的学习体验。 图 8 所示为 Kahoot
的抢答题样例。

在设计 Kahoot 游戏脚本时，教师不仅可以插入适宜且

精美的图片，还可以附上节奏欢快的背景音乐活跃学习

气氛。 此外，Kahoot 系统的游戏界面简洁且自动搭配色

彩，还可以根据作答的速度及准确度自动赋分，为使用

者提供参与活动的驱动力，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图 3 主要使用的信息化工具

图 5 QQ 群师生交流截图

图 7 chapter7-L2 问卷星预习+复习测试

图 6 Padlet 讨论墙截图图 4 云课堂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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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课堂资源清单（以 Chapter2 为例）

（3）组织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的开展主要依

托云课堂中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以及多种多样的信

息化工具。
首先， 利用云课堂及 QQ 群发布的课前学习任务，

小组成员在课下适当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并将本小组

在自主学习中发现且需要教师在课上重点讲解的内容

反馈到 padlet 上；其次，问卷星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测

试对学生自主学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随后，组织学生

开展小组讨论式合作学习；最后，进行讨论学习成果的

分享、评价及反馈。
课堂教学应适时适当地在课上、课下开展组内或组

间的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活动，引导学生一步步展开探

究， 让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进一步运用和消化教学内

容，而不是将知识“灌输”给学生。
三、信息化理念与《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融合的

实效

1.初步建设成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优化了教与

学的效果

云课堂中建成的教学资源，从学习阶段上可划分为

课前自主学习资源、课堂学习资源、课后拓展资源、课程

评价资源；从素材类型上覆盖图片、文本、视频、交流平

台等；对象上考虑学习水平和能力差异的学习者，提供

了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学习资料、提供课堂内外评价和课

外扩展学习资源，形成了多位一体资源环境。 表 2 所示

为云课堂 Chapter2 的资源清单。
云课堂上这些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应 用，使

《分子生物学（双语）》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并增加学生

对国际前沿知识的了解，更有利于优化教与学的效果。
2.转变了“授之以鱼”的教学方式，以“授之以渔”代

之，为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创造条件

在信息化理念与教学融合的过程中，课程团队提供

了精心设计的课前学习思考题、基于真实情境的小组讨

论主题，打破了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实现了学生和

教师向互动型学习方式的转变，大幅提升了教学效果。

通过“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学生先行解决基础 性的

知识学习，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学习动力不足、方

式单一、效率低下的状况，提升学生利用信息技术主动

学习的意识，引导学生发展沟通与协作的高级思维能力。
3.对教学满意度的调查

研究设计了问卷调查，在学期中期和期末分别展开

调查并在期末考试之后组织对学生的访谈，以了解学生

的真实想法。 问卷调查及访谈的结果表明，学生对于信

息化理念与《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融合的教学质量

表示满意。
（1）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87.5%的同学表示在本课程的学习中， 教师的教学

方式适合自己；81.25%的同学表示课堂的 各 项 教 学 活

动，对帮助其掌握分子生物学知识的作用明显；87.5%的

同学对本课程双语教学的质量表示满意，50%的同学表

示英语教学对提高其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作用明显。
（2）课下自主学习效果及数字化教学资源对学习的

促进效果评价

对于学生自己在课下自主学习的效果，满意、一般

和 不 满 意 的 学 生 比 例 各 占 6.25% 、62.5% 、31.25% ；
81.25%的同学表示在自主学习中教师所提供的学习资

源起到关键作用；68.75%的同学表示课前发布的预习任

务有助于把握自学内容。
（3）课堂教学活动效果的评价

81.25%同学认为本课堂的各项教学活动，对帮助其

掌握分子生物学知识的作用明显；43.75%的学生认同课

堂在线预习小测的必要性；认为组内自评和互评以及组

间互评的做法对提高学习积极性的效果明显和一般的

图 8 kahoot 的抢答题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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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各占 50%；课内及课外的合作学习帮助其提高有效

沟 通 能 力 的 效 果 明 显 和 一 般 的 同 学 各 占 56.25% 、
43.75%；81.25%认为课堂讨论环节帮助其提高分析能力

的效果明显；认为英文解说的小视频、英文经典教材及

文献资源对提高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效果明显、 一般、
不明显的同学各占 50%、37.5%、12.5%。自己在自主汇报

（PPT 展示）中的表现表示满意、一般、不满意的学生各

占 6.25%、75%、18.75%， 同学们对于自己的期末展示表

示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即自评与互评的评价方式有利

于促进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起到了促进学生进一步学

习发展的作用。
四、信息化理念与《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融合的

总结与反思

在研究中，从问卷调查、访谈及教师的评课来看，师

生普遍感受到了《分子生物学（双语）》课程采用信息化

教学方式具有更好的教学效果，但在教学实践中仍然存

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进程中，数字化资源建设工

作量大、学生学习自制力直接影响学习效果

首先，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使用，无疑会给教师的教

以及学生的学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收集整理或设计这些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花费较多的

时间及精力。
其次，学习自觉性较差及自控能力较弱是目前的本

科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少数同学满意在自己课下自主学习的效果，而学习效果

与其自控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课程知识内容的难度、学

生自身的专业知识基础及英语水平也可能是影响其自

主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如何更好地激发与培养学生的

自控能力、丰富生动形象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增强课堂

的互动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2.信息技术如何更好的应用于教学实践还需进一步

探索

Ruben R. Puentedura 在 2009 年提出的 SAMR（Sub-
stitution-Augmentation-Modification-Redefinition）模型阐

述了技术融入课堂的四个层次，如图 9 所示。
对照 SAMR 模型的替代、强化、修改、重塑这四个层

次中相应的标准，我们已达到了替代、强化、修改三个层

次，信息技术在教学实践应用中进入重塑层次还需进一

步探索。
3.编制自编讲义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课堂教学中，学生外语水平得以提高的同时也会影

响教学效果的优化，学生的认知水平差异化将直接影响

在教学中灵活切换中英文的难度。 本教学中所使用的教

材为全英文《Instant Notes in Molecular Biology》 (精要速

览)及与该英文版教材配套的中文翻译版教材，以方便

学生更好地理解。 该版教材在精要阐述知识点的同时，
不利于学生更详细全面了解相关机理。 针对这一缺憾，
教学实践中采用云平台发布辅助资源的形式为学生提

供英文原版著名教材的形式加以弥补。 但是从长远看，
编写适合本校生物专业本科生学习使用的自编教材或

讲义显得十分重要。
本研究中，信息化理念与《分子生物学（双语）》课程

教学的融合是在理性分析、精细设计的基础上的粗浅尝

试。 教育信息化固然是当前的教学改革热点，但是随之

而来的则是衍生出的教学理念与实践脱节，教育信息化

往往陷入“技术主导还是策略主导”的两难境地。 因此，
本研究对于促进信息化理念与教学融合是一次有益尝

试，然而所选择的《分子生物学（双语）》课程是一门专业

领域内的特色课程，如何立足大众，进一步推动大环境

下的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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