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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培养高素质生物技术型人才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生物制品学课程是

生物学专业应掌握的一门基础学科，但由于生物制品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均处于探索阶段。

文中针对生物制品学课程目前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教学改革，

为进一步提高生物制品学课程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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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eaching reform of Biologicology 

Ning Gu, Xingpei Fan, and Changlin Wa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700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biotechnology talents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course of Biologicology is a core subject that students majoring in biology should 

master. However, Biologicology is a new subject, and it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at the exploratory stage. 

Based on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Biologicology course, we propose teaching reforms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o lay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teaching efficacy of 

Biologicology course and increas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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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学是研究各类生物制品的来源、结

构、功能、特点、应用、生产工艺、原理、现状、

存在问题与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知识的一门学  

科[1]，也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应用型学

科，涉及领域几乎涵盖了生物学领域的全部学科，

如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和基因工程等。

近几年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物学

的蓬勃发展，市场急需大量生物技术专业的高素

·高校生物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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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人才，为顺应时代的需求，各大高校纷纷新增

了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

而生物制品学是生物学各专业都应重点掌握的 

一门基础学科，是学生由理论走向实际的桥梁。

然而开设生物制品学课程的高校却屈指可数，即

使个别高校已经开设了生物制品学课程，但由于

该课程与高校其他专业课程相比开设历史较短，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践教学等方面难免存

在不足，故为了实现学生与工作岗位的“零对接”，

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专业素质过硬的优秀毕

业生，生物制品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  生物制品学课程教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生物制品产业属于生物高新技术、知识密集

型产业，它要求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极强，

企业更是希望应聘上岗就能进行实际操作的学

生。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大学教育形成了以课程

的知识学习为目标，以系统掌握课程专业知识为

人才培养价值取向，以课程的知识传授为工具的

教育教学模式，它重课程知识体系，轻实践能力，

重知识传授，轻社会需求[2]。这种体系培养出来

的学生实践能力和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工

作试用期偏长。此外，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抽象、

教学内容缺乏学科前沿动态与最新进展的相关知

识，不能顺应新知识、新技术更新的要求；教学

方法偏重理论，教学方式单一，采用教师讲述为

主的填鸭式教学方法，课堂气氛沉闷；考核方式

不合理，也不能准确反映教学效果[3]。为了适应

生物制品领域新技术和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新形

势，结合本校的教学条件和学生的生物学素养等

方面对生物制品学的教学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究。 

2  教学改革的目标 

教学目标的设定体现了教学单位的育人理

念。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技能为目标，依据课

程标准为原则，结合本校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能

力强于实践能力的特点，制定了以下三维教学目

标。知识目标为：让学生系统掌握生物制品学的

基本知识内容，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找到乐趣；

能力目标为：培养学生利用专业书籍、网络资源

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目标为：培养学生诚实守信、认真负

责的态度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让学生努力在实践

中养成合作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科学意

识、安全意识、自我发展意识和全局意识。 

3  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3.1  改革教学内容 

生物制品学内容繁多，学科发展较快，理论

知识体系复杂，理解记忆难度大，学生普遍感到

较难掌握[4]。因此必须选择重难点突出、难度由

浅及深、学生易于理解的教材，笔者授课时所使

用的教材是由聂国兴和王俊丽主编、科学出版社

出版的第二版《生物制品学》[1]。这本教材结构

清晰、简明易懂，有生物学基础知识的解释，也

有现代生物理论和技术的介绍。这本教材包括总

论、疫苗、血液制品、生物技术制药、免疫调

节剂、微生态制剂和诊断制品共 6 篇、26 章内

容，由于课时少教学内容繁重，笔者将着重介

绍第二篇疫苗、第三篇血液制品，对基础知识内

容力求做到由表及里、循序渐进，最大程度地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表 1)。由于生物制品学理论

知识与实践联系紧密，故为了大大提高学生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能力，笔者减少了理论课时，增加

了实验学时，将共 36 学时的课程中的 1/3 学时开

设为实验课。同时生物制品的培养方案应注重与  

各个学科教学内容的相互联系，注意避免各学科

教学内容的重复与遗漏。 

3.2  教学方法的改革 

国外课堂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不拘泥于某种

特定的形式，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加高效地获取相

关知识[5]。不同院校的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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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物制品学课程教材内容的优化 
Table 1  Optimiz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s of biologicology course 

Stage Chapter Focus 

Before reform Chapter 1: general introduction 
(4 sections) 

Overview of biological products, prepar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packaging, preser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ioreactors, biological safety and protection 

 Chapter 2: vaccine (8 sections) Introduction to vaccines, bacterial vaccines, virus vaccines 

 Chapter 3: blood products (6 sections) Introduction to blood, substitutes for human blood 

 Chapter 4: biotechnology drugs  
(6 sections) 

Cytokine drugs, recombinant hormone drugs, antibody drugs, 
gene therapy and nucleic acid drugs 

 Chapter 5: immunomodulators and 
probiotics (4 sections) 

Types, mechanisms and applications of immunomodulators and 
microecological preparations 

 Chapter 6: diagnostic products 
(4 sections) 

Development and types of diagnostic products 

After reform Chapter 1: general introduction 
(3 sections)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iological products, 
preparation, packaging, preser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biological products 

 Chapter 2: vaccine (7 sections) Overview of vaccines, types of vaccines, research status of 
bacteria and virus vaccines 

 Chapter 3: blood products (5 sections)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blood concepts, types and 
human blood substitutes 

 Chapter 4: biotechnology drugs 
(5 sections)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 varieties of biotechnology drugs 

 Chapter 6: diagnostic products 
(4 sections) 

Introduction of several diagnostic reagents for bacteriology, 
virology and immunology 

 
千差万别，在“互联网+”时代，新的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也层出不穷，如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法、

案例分析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等。这种现状要

求我们，教学不可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式，而应

该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不断推陈出新，用新颖的教学方法和理

念构建创新型的教学模式[6]。因此在组织教学过

程中根据生物制品学的学科特点，我们有选择性

地、针对性地使用这些先进的教学方法、使我们

的课堂教学更加丰富多彩，最终使学生真正地听

懂、学会、会用[7]。 

3.2.1  任务驱动法 

该法是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种教学模式，将

所需要的理论知识链接到具体的任务中，学生在

任务驱动下有效开展学习活动，一方面可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真正了解所学习的内容在

实际中的作用，做到融会贯通，心中有数；另一

方面通过完成一系列的工作任务，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8]。

在开始实训前教师首先将全班同学分组，随后把

制定好的不同的任务分配给各组同学，让各组成

员根据老师布置的不同任务各自开展信息搜集，

制定可行的工作思路，再由师生共同商定时间，

各组选一代表汇报信息搜集成果，与其他小组进

行交流、吸取建议，以便总结出最科学的工作方

案。随后各小组按照制定好的方案执行任务，验证

方案的可行性，最后对本组的工作成果进行自我评

价。通过此种教学方法，学生不仅能锻炼自己的

实践技能，也能真真切切感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极大程度地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 

下面以课本第 18 章“抗体药物”为例，具体

阐述如何在生物制品课程中贯彻以任务为导向

的教学理念：提前将班级同学分为 4–5 组，每组

5–7 名学生，各组推选一名组长。(1) 下发任务：

鼠源性多克隆抗体的制备。要求：详细阐述实验

流程。(2) 准备实验材料和实验仪器。(3) 课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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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各组组长 10 min 时间，展示本组拟定的实验

流程、实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教师和其他

各组同学评定方案的可行性及讨论商定解决方

案。(4) 开展实验：教师和助教在实验过程中及

时解决同学们遇到的困难。(5) 交流心得体会：

教师肯定各组做得好的方面，指出需要改进的方

面，以求达到全体同学共同提高的目的。 

任务驱动法在《生物制品学课程》中的应用，

充分发挥了同学们的自主能动性，提高了学生互

助紧密性，促进团队协作，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

反响。 

3.2.2  类比教学法 

类比推理是类比教学法的基石。类比推理作

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推理，并非出自人们的自由创

造、随意比附；在现实中其存在是有客观基础的，

这个基础就是客观事物之间具有的共同性与差异

性[9]。所谓类比教学法就是对同类或类似的知识

通过新旧知识的对比，利用已经学过的旧知识揭

示新知识的本质所在，帮助学生找到新旧知识间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

例 如 在 讲 解 第 八 章 第 二 节 “ 细 菌 灭 活 疫 苗 ” 和  

第三节“细菌减毒活疫苗”这两部分内容时可详

细讲解灭活疫苗的制备方法及使用此疫苗的优点

及缺点。由于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两部分内容之

间有明显的不同点，因此在讲解减毒疫苗的有关

内容时可列举表格启发学生思考二者间的区别，

从而使学生不仅深入透彻理解二者的概念，也便

于学生记忆。 

3.2.3  案例分析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本教材，以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创新

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让学生尝试在分析具体问

题中独立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培养学生运用所学

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10]。例如

在教学“疫苗的保存与运输条件”相关内容时，由

于疫苗本身特殊的性质，可适当引用由于疫苗运

输或者保存条件不当导致疫苗失效的案例。通过

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的对比让学生通过课堂讨论

交流得出疫苗正确的保存与运输条件。我们发现

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

趣，还很好地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使课堂的

学习效率得以提升，这些教学经验为生物制品学

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11]。 

3.2.4  多媒体教学法 

生物制品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

科，但是学生由于缺乏进工厂学习参观的机会，

所以不能深入了解生物制品的生产工艺、生产技

术、保藏条件和使用方法。此外，目前各高校所

使用的教材普遍存在教学内容缺乏学科前沿动态

与最新进展的相关知识的问题，进而不能适应新技

术、新知识更新的要求。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多

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得益于

该技术能将文字、图片、视频等综合应用在教学活

动中，能够对学生的记忆效率进行提高，并能有效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兴趣[12]。比如，

在讲解第三章“生物制品的质量管理、检定与标准

化”、第四章“生物制品的包装、保存与运输”、第

十一章“血液制品及其生产技术”这几章内容时可

将工厂的真实工作过程以视频、图片、动画等形

式穿插入精美的 PPT 课件中为学生播放，从而让

学生有更深刻的体会，提高教学效果。 

虽然多媒体教学法极大程度地弥补了传统教

学方法很多方面的不足，但是传统板书也有其不

可代替的优点，因此多媒体课件还要与传统板书

互相配合。 

3.2.5  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自 2013 年以来，MOOC 和混合式教学在我

国迅速发展，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网络在

校园里成为了人们交流沟通、协同工作、获取信

息的重要工具，超星慕课为移动学习提供了全新

的平台和应用空间[1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教师可以利用各类网络教学平台，如超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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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智慧树等在课余时间跟学生进行线上交流。 

由于各位同学的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对新知

识的接受能力也均不相同，因此教师可以利用教

学平台在课前将 PPT 上传，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在

上课时无需只忙于记笔记，而分散了听课的注意

力；另一方面对上课内容仍有困惑的同学可以通

过老师的 PPT 在课下自己进一步理解新知识，从

而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此外，教师可以在平台

上发布讨论话题、分享生物制品学精品课程和课

堂测试。发布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讨论话题后学生

可以自由发表各自的观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

散性思维；学生通过学习教师分享的生物制品学

精品课程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夯实专业基础知

识；传统的课堂测试，教师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批

改试卷、计算学生成绩，学生必须在固定地点进

行答题，而通过平台发布的随堂测试教师不仅可

以在批改试卷方面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

也不再受限于答题的时间和地点。综上所述，构

建健全的网络教学平台对教师和学生而言都是非

常有必要的。 

3.3  改革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是课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

验学生对所学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能力

的手段，也是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准[14]。对于学生

来说，可以检测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理解及掌握情

况；对于老师来说，课程考核检验教师教学效果，

评价教学质量；对学校来说，课程考核是课程建

设水平乃至学校办学理念的体现[15]。大学的考核

方式一般分为 3 种，必修课大多采用在学期末进

行闭卷考试的考核制度，选修课一般针对学生平

时学习情况进行考核，此外还有部分课程由于其

课程特殊性采取开卷考试的考核方式。若利用传

统的考核方式，课程总成绩为期末考试成绩与平

时成绩的累加。学生只要在期末考试中取得较高

成绩即有较大可能获得学业奖学金。由于本课程

重点知识偏于记忆型，闭卷考试的制度极大可能

促使学生在考试前突击学习，冲刺式记忆。这种

学习方式短期有效，但却容易造成学生对课程的

掌握浮于表面、记忆较浅的情况，极其不利于学

生对该门课程专业知识的理解，因此该考核方式

亟需改革。 

如该课程最后的总成绩不仅仅只依赖于期末

考试试卷、课堂的出勤率、作业的布置，还可以

额外增加课堂随机提问的环节 (表 2)。将重要知

识点以问题形式呈现在小卡片上，学生进行抽签

式回答。根据回答完整度实行加分制度，此外对

于主动补充回答的同学给予适当加分。如果回答

不够完整其他同学可以进行补充，并为给予补充

的同学适当加分，通过此种方式既可以突出学生

所学过的重点知识内容，让同学们养成课后及时

复习的习惯，又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

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让学生增加课堂参与度。 

3.4  实验教学的改革 

生物制品学的教学除了理论教学，还包括实

验教学，实验教学能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以及

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16]。因此在制定

教学计划时笔者减少了理论课时，增加了实验学

时，实验学时占总学时的 1/3，大大提高了学生理 

 
表 2  生物制品学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Table 2  Reform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 of biologicology course 

Project Proportion (%) Evaluation basis Assessment method 

Final grade 60 Basic knowledge Closed book exam 

Usual grades 10 Attendance rate and homework Attendance and homework 

Classroom performance 10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in class Questions in class 

Experimental results 20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periment operation and 
experimen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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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由于不同的学生基础知

识和兴趣爱好均不同，笔者制定了两个实验题目

供同学们选择：重组蛋白的表达及纯化和免疫血

清制备方法。考虑到同学们选修的课程不同，实

验课难以统一到某固定的时间点，故笔者对上

课的时间也进行了改革。传统实验课的上课方

式一般为教师统一安排上课时间地点，且一个

实验课仅上一遍，单次授课，难以保证所有同

学均一遍掌握实验技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

安排连续几课时重复教授同种实验，保证所有同

学有时间、有条件、有针对性地对实验进行系统

性学习。在“重组蛋白的表达及纯化”这一实验中

有大量需要等待的时间，如挑单菌落于液体培养

基中摇至 OD 值为 0.6 时需要 7 h 左右、诱导重组

蛋白表达时需要 3–7 h 不等，长时间的等待可能会

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导致课堂散漫，因此笔

者省略掉中间需要等待的时间提前将下一步需要

的实验材料准备好，这样也有利于实验的连贯性。 

3.5  开展课外实验小组 

在实验课顺利进行，学生们真正地掌握了实

验技能的前提下，还有很多对生物制品课程兴趣

浓厚的同学并不满足于有限的实验课课时。因此

在该课程结束后，同学们自发成立了课外兴趣小

组，在课业之余到实验室进行观摩和学习，并在

课程助教老师的指导下尝试独立实验，真正地做

到了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所以我们成立了课外

兴趣小组，如果有同学想独立重复课堂讲授的生

物制品实验或者对生物制品其他的实验感兴趣，

可以随时到实验室尝试自己做实验，同时我们也

专门配备了课程助教老师，有任何需要可以找助

教老师帮忙。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生物制品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在

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同

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提高了学生自身的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教师的教学效率[17]。但

是生物制品学的教学改革依然是任重而道远，需

要采用多方位、多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

综合性教学方法，来进行课堂教学与课外科研相

结合的探索，并将改革与反馈相结合，从而朝着

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拓展教学新思路、面向信息

化与网络化和注重实践教学的方向进行的一系列

教学改革[18]。因此，尽管在生物制品这门课程的

教学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革 (表 3)，为

同学们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了同学们的

专业素养，也看到了改革后的一些显著的教学成

果，但仍然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个别基

础薄弱同学实验参与度不高；有些同学努力程度

低，报告内容和问题分析过于肤浅；还有些同学

缺乏迎难而上，解决学习中所遇问题的精神等。

因此，需要更加积极探索生物制品教学改革的新

方法，针对上述同学制定相应的个体化教学和反

馈措施。若要提高教学质量除了应抓好课堂教学

外，还应积极鼓励教师和同学们参与科学探究，

开展相关的研究课题，了解最新研究热点话题；

同时还应根据专业特点组织同学们亲自到工厂、

企业参观实习，充分了解企业需求，将理论应用

于实际，使学生能够真正地学以致用，培养出满

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表 3  生物制品学课程教学改革前后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iologicology course 

Stag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ssessment method 

Before reform 6 chapter (32 class hours) Traditional teaching Final exam, attendance rate
After reform 5 chapter (24 class hours)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analogous teaching method, case 
analysis teaching method, 
multimedia teaching 

Final exam, classroom 
questioning, homework, 
usual performance,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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