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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沿袭理工科研究型教学的概念，考察了国际著名

大学的研究型教学历史和现状，着重分析研究型教学内涵。

笔者以南阳师范学院生物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开展的教育实

践为基础，在学校的新工科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的大力支持

下，探索总结了生物工程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同时，论证了

大学本科专业课教学采取研究式教学的必要性，对研究型教

学的创立和实施方法进行探讨。

2  生物工程背景下的研究型教学的关键

本文所提出的生物工程背景下的研究型教学的核心内

容是改变理工科传统的“封闭灌输”教学方法，围绕研究型

教学的“教”与“学”、“源”与“流”、 “内”与“外”、“创新”

与“实践”等要素 [1]，结合学校生物工程专业课程的教育实

践，改变教学素材选择、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环节和考核评

价方式，实施新型工科生物工程专业研究型教学模式。

3  生物工程研究型教学思路

本文以学校新工科建设项目学生培养目标为导引，针

对生物工程教学实践存在的问题，主要从 4个方面构建生物

工程研究型教学的体系。

3.1 “教”与“学”

研究型教学的核心在于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其过程不

仅体现在“教”，也体现在“学”。教学过程要求“课堂有人”，

学生不仅在听课，也在与老师互动，结合实验课动脑动手，

从传统课堂理论教学转向对未知知识的分析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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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源”与“流”

生工的研究型教学的源泉在于学校生物工程专业的培

养目标及支持，坚持课程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将院系生工的

科研平台转化为教学的优质资源。“流”是把学科前沿知识

带到教学中与学生共享，开拓学生学术视野，体现知识的流

动性。将课堂与实验统一，将科研与教学紧密联系，通过科

研创新平台、前沿技术专题讲座、科研课题报道等形式为学

生打开思路，为学生课堂学习与实践结合提供条件和保障。

3.3 “内”与“外”

教学中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主要着重于教学体制外，通

过企业实习、校外实践平台（如艾草资源开发平台、食品发

酵工程创新中心等）来实现。一般来说，实践只是少数人的

兴趣，学生学多学少多依赖于个人的努力和投入程度，对整

体学生的培养效果较弱。生物工程的研究型教学要将教学体

制外的实践创新过程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内，利用校内教学体

制，通过个人量化成绩、专业选修学分等提高教学实践的效果。

4  生物工程研究型教学的教学内容与实践

教学内容方面，倡导学生自主探索发展专业前沿知识，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自发进行科研探究；教学素

材选择方面，改变“一本教材到底”的做法，在采用自身主

编教材的同时，精选相关课程研究前沿、在技术形成和发展

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献和科研文章作为教学补充。教学内容上

要体现发展性、先进性、前沿性，反映多种学术思想和理论。

在教学内容选择范围上体现“开放性”，同时确保内容全面

覆盖教学大纲。

4.1  教学内容组织

鼓励学生探索学习生工专业的前沿知识。例如，生物

制品基础课程可以通过文献查询阅读、知识讲座的形式了解

血液替代品、基因工程疫苗、免疫生物制剂等最新研究方向，

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学生自发进行科研探究。具体到

授课内容上，采用新型“模块教学”的方法，建立由两种结

构组织支撑的内容。一种是“技术内容结构”，将相对独立

的教学内容划分为系统模块，各个母系统模块再次划分为不

同子模块；每个子模块又按照技术内容的深度关系拆分为

基础、扩充和高级 3个层次。另一种称为“问题空间结构”，

将技术生产的背景和目标化为不同的问题，每个问题可以深

入拆分为不同的子问题。

4.2  教学环节和形式

教学环节方面，倡导学生拓展课堂知识，不再以传统

的“封闭灌输”的课堂教学模式为主，而是灵活运用课上讨

论和自主探究等相互关联的教学环节和形式。在课堂讲解中

紧跟国际研究前沿，采用以“问题 -提出 -研究 -解决”为

导向的递进方式讲解，把各个部分的知识拆分为知识模块，

每个模块包含若干个知识点。教学环节中重点将母模块和子

模块“基础”层次的知识讲清讲透，然后向学生引出问题，

启发驱动学生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最后对扩充和提高层次

的知识进行精讲，并介绍高级层次技术内容的研究思路。为

了方便学生进一步理解知识点，可以在课堂上成立问题小

组，根据想研究问题的共同性或者关联性分组，进行分工协

作，开展讨论或进行模拟。课上讨论可以辩论也可以模仿演

示，教师与学生均为点评员。

4.3  考核评价方式

课程考核评价一般以期终考试试卷成绩为主，辅以平

时成绩参考。而研究型教学则要改变一份试卷的评价模式，

每位上课学生要求撰写覆盖课程内容的总结报告（体现广

度），且提交自己选择的研究问题研究总结或报告（体现深

度）。通过 2个报告表现出的技术水平、写作水平以及课堂

讨论的表现及考生测试成绩综合评定课程成绩。

4.4  先进的教学手段的引入

研究型教学在教学材料的选择、内容组织、教学环节

及考核方式等方面与传统教学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对应的教

学手段也需要做出新的改进。采用现代化教学方法更有助于

新型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如“智慧课堂”“虚拟仿真”以

及课下微课、慕课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5  结语

本文在明晰理工科特别是生物工程专业的研究型教学

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内涵，并以南

阳师范学院为例，阐述了在生物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生物制

品学、发酵工程、食品发酵与酿造工艺学、生化分离工程等）

开展的教育实践，总结出了自由探索的自我发展教学模式。

同时，提出本科理工专业课教学采取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必要

性，并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参考文献

[1]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