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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生命科学基础课程报告论坛文》

内容概要

《高校生命科学基础课程报告论坛文集(2007)》主要内容简介：在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教高[2005]1号
文件精神和质量工程实施的过程中，基础课程建设已经成为保证和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为
有效推动高校基础课程建设，切实提高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起并倡议，全国高等
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教育部有关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及
有关高校共同设立基础课程系列报告论坛（详见高教研函[2005]1号文件）。“高校生命科学基础课程
报告论坛”作为系列报告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全国高校生命科学教师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
教学研讨和交流平台。围绕课程建设和改革的热点、核心问题，和教师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中
的实际需求开展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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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大会报告宏观生物学的热点和展望生命科学的科学结构与中外生物学高等教育国内宏观生物
学教学的现状和思考宏观与微观渗透共发展宏观生物学与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实践宏观生物学
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思考生物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第二部分 分组报告第一组 动物学及其实验
教学动物生物学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动物学教学中辅助手段的探索应用对大学动物学教学
的一些思考浅谈高校“生物学实验”课程的现状与发展推进普通生物学教改，强化生物学基础第二组 
植物学／微生物学及其实验教学加强实践教学，提高植物学课程教学效果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植物生
物学精品课程建设——植物生物学精品课程建设的体会依托国家重点学科优势，创建微生物学精品课
程微生物实验教学应重视对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的培养和要求第三组 生态学教学及生物学野外实习普通
生物学综合实习的改革与实践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基地的建设与实践加强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提高
学生实践能力规范植物生物学野外实习的各教学环节，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试论植物学野外实习过
程中本科生实践能力的提高第四组 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宏观生物学教学改革本科生物学课程体系与教学
改革的思考与实践大学教育面临的问题和改革思路的探讨地方本科院校生物科学专业(师范)实验课程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第三部分 书面交流报告专题1 宏观生物学教学的现状与机遇提高生物类理论和实验
课教学质量的讨论地方综合性大学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结合，促进
生物技术专业建设申报生物工程专业教学团队的几点体会改革管理模式加强课程建设综合大学理科院
系中药学专业建设探索与成效专题2 宏观生物学课程体系与宏观生物学教学改革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
口径生物科学专业教学模式的建立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十五”建设与成效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促进生命科学发展知识观转型及对生物学课程改革的思考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努
力创办生物专业特色农科植物学教学思考植物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植物生物学教学改革思考“结
构植物学”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内容优化的实践发育生物学教学初探基于人体组织解剖学面向不同
专业的多样性教学探索创建通识课“观赏花卉欣赏”精品课程教学模式国家精品课程——植物生理学
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高等院校生物信息学教学模式初探浅谈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几点体会基础生
化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驾驭生物化学课堂的点滴体会专题3 宏观生物学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资
源建设以参与式教学促进大学生专业课程学习效果的实践研究基础生物学研究性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生
物科学专业课程研究性教学的探讨与多媒体教学平台建设大学微生物学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
提高将“英特尔未来教育”思想创造性运用于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的探讨生物学教学资源建设的现状及
其完善途径的探讨多媒体在“自然地理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关于高校课堂教学评价方法的思考生
物技术专业教学方法改革实践体现研究型教学的生命科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高等师范院校专业课双语
教学模式的探索“细胞生物学”双语教学的思考“基础生命科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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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世界上有一批专家专门研究学科的结构，包括生命科学的学科结构。那么生命科学到
底是怎样的科学结构呢？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在大学教育中按照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结
构把生命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从生命科学发展史看，生物学比植物学和动物学出现得晚，细胞学产
生以后，才把植物学和动物学沟通起来，才有Biology这个词。现在的生命科学是一个多层次的科学体
系，可以从基因、细胞、器官、个体、种群和群落等多个层次上去研究和认识自然生命现象，这也是
学术界公认的生物学谱的层次。这些层次分别对应着基因系统、细胞系统、器官系统、个体系统、种
群系统和群落系统，这是一个连续的谱，不可断裂，缺一不可。我们认为，在个体水平之上研究的问
题一般属于宏观生物学的问题。宏观和微观的划分不取决于研究对象，而取决于研究的问题。比如分
子生态，属于微观还是宏观？它当然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但还是应该属于宏观的范畴。宏观是一个
相对概念，比如细胞对基因而言是宏观的。但我们认为个体以上的生物学问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宏观
生物学问题。生物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特点和科学问题，较低层次的知识只能帮助认识较高层次的特点
，而不能预测或解释较高层次的所有特性。例如，种群斯表现出的生物学特征就包括大量的数量特征
，包括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迁出率、性比和年龄结构等等。举例而言，大熊猫的保护就涉及到
要研究大熊猫的出生率、死亡率、性比、年龄结构和相关的生殖问题；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个人
类种群生态学问题，一个国家的人口性比失调如果达到男女比为120：100，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
群落却有物种多样性、季相、分层等特点。所以每一个层次都有独特的科学问题和特点，较低层次的
知识只能部分说明较高层次的特点，而不能预测高层次的所有特性。假如分子生物学能把另外五个层
次的问题都说明了，那我们只需要一个学科，即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有助于其他层次的认识，但
决不能替代其他层次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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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生命科学基础课程报告论坛文集(2007)》分大会报告、分组报告和书面交流报告3大部分，共收
录论文110篇。即《建设创新型国家与中国高等教育》、《专业建设与课程体系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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