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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生物学”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为后续专业课程框架的搭建奠定基

础，然而，课程点多、面广的特点以及“满堂灌”式传统教学方法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为了

适应“双一流”背景下应用型综合大学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教学团队将“BOPPPS+对分课堂混合式教

学” “第二课堂思想教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三融合”双循环模式应用于教学，取得了一定的

教学效果，并为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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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Biology is basic discipline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hich lays a 

basis for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in this major. As the course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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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ramming education” cannot attract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al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ouble world-class project”, our teaching team applied the “double-cycle 

teaching mode” of blended teaching in the first class along with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second class of this course. With this 

method, major headway has been made in this course.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reform in other relevant courses. 

Keywords: General Biology; blended teaching; second class; double-cycle mode; teaching reform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教高〔2019〕

8 号)[1]，指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

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 “落实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必须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必须把教学改革成果落实到课

程建设上”，正式提出“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总体目标是：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

推进课程改革创新，实施科学课程评价，严格

课程管理。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是一所应用型综合大

学，具有复合型、一专多能专业人才的培养目

标 [2-3]，“普通生物学”课程作为福建省一流特

色专业——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核心课

程，课程定位“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

个性”；同时，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具有生源

水平多层次、学生需求多元化的特点，预期通

过该课程学习，达到知识、能力、素质 3 个层

次的目标。 

为了发挥新时代信息技术优势 [4]，结合

“金课”的建设标准——“两性一度” (即高阶性、

创新性、挑战度)，与线下课堂教学有效融合，

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高阶思维性[5-8]，助力

建设一流本科课程，秉承“理念新起来、课程

优起来、教师强起来、课堂活起来、学生忙起

来、制度严起来、教学热起来”的建设思路，

本研究提出基于超星泛雅平台的课程教学改革

模式，以“普通生物学”课程为例，针对传统线

下课程的教学痛点，通过对课程教学中教学设

计、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评价及课程迭

代等 5 个方面进行课程创新改革。 

1  普通生物学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

问题分析 

“普通生物学”课程在教学改革中希望解决

以下“痛点”：(1) 如何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该课程的特点为知识点多、涉及面广，包括了

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小到细胞分子、大到宏

观生态，因此，传统“满堂灌”式教学，难以吸

引学生上课注意力，学生参与度较低。(2) 如何

满足学生的不同课程难度需求？本课程是基础

课程，但同时也是考研课程，学生未来职业规

划不同，对课程深度和挑战度的需求不同。(3) 

如何更有效地评价学生？传统期末考试作为总

成绩的考核方式使学生养成考前“临时抱佛脚”

的习惯，因此，学生并不重视课前预习、学习

过程、团队协作和课程思辨等过程。 

为有效解决教学“痛点”，教学团队以学生

为中心，从教学设计、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

学评价和课程迭代 5 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在超

星泛雅平台建设“普通生物学”网络课程，采用

“BOPPPS+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智慧

工具学习通与学生开展多维互动，建立形成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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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以学生期初、期中、期末课程评价反馈

教学，教学素材动态更新进行课程迭代，构建“第

一课堂教学持续改进循环”；以人才培养需求为

核心，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紧密衔接，将劳动教

育融入教学、双创实践反哺教学，以行动展现课

程学习效果，打造“第二课堂思想教育、专业教

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三融合”体系 (图 1)。 

2  教学改革的举措 

2.1  教学设计：BOPPPS+对分课堂混合式

教学 
教学团队梳理课程知识体系，每个章节按

知识点进行授课，整个课程共计 53 个知识

点；课堂设置多个教学活动，把握学生最佳注

意力时间，每 10–15 min 一个教学活动。从

“教”的角度，采用 BOPPPS 教学结构[9-11]，案

例导入、学习目标确定、知识点前测、参与式

学习、形成性评价  (过程性考核)、总结提升 

6 个环节逐步递进，打造课程闭环；从“学”的

角度，实行“对分课堂”[12]，教师作为设计者设

计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开展小组研讨、汇报答

辩等活动，将课堂还给学生，使学生深度参与

课堂，进而实现“教法”和“学法”相融合。 

2.2  教学组织：巧用智慧教学、让课堂“活”

起来 

教学团队于 2018 年在超星泛雅网络平台

建设了“普通生物学”课程网站，几年来，不断

完善课程内容，包括设置课程任务点、课堂参

与活动、章节测试、拓展导读等，不断细化课

前、课中、课后的学习任务，满足学生的不同

课程深度、广度和挑战度的需求。 

(1) 课前：在超星泛雅网络平台以课程相

关“中国元素”为出发点，发送课程基础知识作

为预习任务，要求学生在智慧工具学习通端完

成课前低阶知识的学习，教师通过平台端跟踪

学生学习进度，及时督学。 

 

 
 
图 1  课程建设思路 
Figure 1  Route of cour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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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中：课程设计分为 5 个部分，热点

引入-课前回顾-重难点精讲-主题研讨-结语，

从低阶到高阶，从理论到案例，再从案例回归

理论，层层递进，让学生以兴趣为出发点，深

度参与课堂，不断内化知识点。其中，“热点

引入”环节根据课程内容引入“中国故事”、时新

案例、科学前沿等内容，潜移默化增强学生民

族自豪感、助力学生“小小科学家”的兴趣养

成；“课前回顾”和“重难点精讲”环节借助学习

通的投票、抢答、选人、讨论等形式，把握学

生对低、中阶知识的掌握程度；“主题研讨”环

节通过案例教学、问题导向、翻转课堂等形式

设计课堂活动进行促学，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对问题深度分析、大胆质疑，通过小组讨论、

头脑风暴、答辩答疑等形式，突破学生习惯

性认知模式，在学生游戏学习、教师寓教于

乐的同时，引申科学前沿进展，让学生了解

世界，把专业知识内化为学生的情感认同，完

成学生高阶知识点的内化，团队合作、勇于创

新的能力培养；“结语”以“习语”、名人语录等

形式，激发学生科学探索的热情，设置高阶思

考题，要求学生课下查找资料，真正做到“让

学生忙起来”。 

(3) 课后：要求学生自行归纳、总结章节

思维导图，通过这个训练，学生可以将零散、

广泛的知识点连点成面、形成框架、深化理

解；在学习通端发送章节测试，设置不同难易

程度的习题对学生进行考核，把握学生们的掌

握程度；同时，该课程网络平台汇总了生物学

相关前沿进展、社会热点、高校考研资料等众

多教学资源，推送给学生进行拓展助学。 

2.3  教学内容：融合多元信息、体现“两性

一度” 
2.3.1  学科前沿引入教学 

将课程相关前沿进展、社会热点作为案例

引入教学，如“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 CRISPR

技术在生物学中的应用”，提高学生兴趣度。 

2.3.2  中国故事融入教学 

结合生活中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如“目

前中国和国外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对机体的保

护作用机理及各自的优缺点”，打造有温度、

有情感的课堂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将课本联系

生活，将知识运用实践，在学习中启发高阶创

新；看懂中国故事、看懂身边案例，提高科学

素养，获得自我探究的能力。 

2.3.3  优质教学资源拓展教学 

结合国内外优质线上课程，如“高等动物

的结构、功能和发育”章节，教学平台端共享

“Crash Course ‘解剖与生理’”课程，以动画形式

直观解析高等动物各个系统的作用机理；再如

“生物种间关系”知识点，教学平台端共享“TED 

揭露海底惊奇”短片，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唯

美和生物之间的生存之道。通过教学资源的有

效运用，做到课上课下、线上线下知识互补，

拓展教学内容广度，更利于学生知识框架的

搭建。 

2.3.4  劳动教育融入教学、双创实践反哺教学 

课程期间，依托学校共建的省级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和教学团队承担多项生态工程

实践项目的优势，组织学生参与红树林巡护和

管养劳动实践，将劳动教育融入教学，并通过

这种生物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志愿服务活动，将

所学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行动展现课

程思想教育学习效果；同时，一部分学生会参

与到教师科研、工程实践等项目，进而参加全

国“互联网+” “创青春”等赛事，以赛促学，教学

团队将这种生动的实践案例引入教学，形成与

课本知识相辅相成的逻辑和体系，激发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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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评价：进行过程化考核、建立形

成性评价体系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注重过程性考

核、建立形成性评价体系。该课程总分 100 分，

由出勤 (10%)、平时成绩 (即教学网络平台互

动成绩，30%) 和期末考试  (60%) 3 部分构

成；为更有效地评价学生课程参与度，进一步

细化教学平台互动成绩构成，包含章节测验

(10%)、课程讨论  (20%)、课堂互动  (55%)、

拓展视频 (15%) 4 个部分 (图 2)，以确定学生

一学期的综合平时成绩。 

2.5  课程迭代：学生跟踪式反馈，教学素

材动态迭代 
2.5.1  教学效果的反馈与反思 

教学团队和教务部门会在学生期初、期中

和期末分别进行一次教学效果的调研评价。期

初，教学团队在学习通端以课堂调查问卷形式

了解学生对课程的需求，细化学情；期中和期

末，校教务部门会分别开展一次教学互评互促，

学生对课程教学及教师教学进行评价，以便教

师及时了解学生需求，进行教学反思，实时优

化教学策略，构建课堂教学持续改进循环。 

2.5.2  教学素材的汇总与迭代 

总结本轮授课过程中学生反馈度高、授课

效果好的教学案例，如科学前沿的融入、中国

故事的共鸣、教学短片的兴趣、第二课堂的劳动

教育等，汇编成册，及时更新教学案例库，引入

下一轮教学；同时，将时新案例、中国元素提炼，

引入新一轮教学，持续教学素材的迭代。 

3  教学改革的创新点与难点 

3.1  改革创新点 
3.1.1  多举措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针对“普通生物学”点多、面广的特点，引

入思维导图，助力学生连点成面、形成理论框

架体系。为了改善“满堂灌”式教学，引入教学

素材，包括但不限于科学故事、中国案例、前

沿进展；设计课堂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小组研

讨、头脑风暴、答辩答疑等形式；抓住学生最

佳注意力时间，以 15–20 min 设计一个课堂活

动，使得学生参与式学习，打造有意思、有温

度的课堂氛围。 

3.1.2  体现课程两性一度，满足不同学生的课

程需求 

本课程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课

程，同时是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考研课

程，因此，学生未来职业规划不同，对本课程

的需求度也有差异。课程团队从课前、课中、 

 

 
 
图 2  “普通生物学”课程成绩构成及各部分占比 
Figure 2  Scoring method for the course of Genera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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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 3 个层面设计教学，课前发布低阶知识学

习内容，课中通过参与式学习引导学生中阶知

识的获得、高阶能力的培养，课后发布章节小

测巩固各阶知识，同时，在学习通平台发放课

程拓展，供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以满足

不同学生的课程需求。 

3.1.3  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相融合，共同展现

课程教学成果 

结合“植物的形态与功能”篇章理论所学，结

合劳动教育，学生积极参与“蓝丝带行动——红

树林种植”生物保护和生态修复等志愿服务，

参加“红旗红树，巡滩护林”等科技服务生态振

兴项目，从实践中理解“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

中国” “富美乡村”等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为

行，体现育人效果；同时，通过实践活动，学

生获得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等多个奖项，增加学生自我认同感。 

3.2  改革难点 
3.2.1  有效的教学设计是引发学生参与式课堂

的重要环节 

本课程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来源于全

国各省份，不同省份高考制度的差异使得学生

对生物学基础的知识面差异较大，因此，教学

设计中如何设置合适的难易程度，引导所有的

学生沉浸课堂，是个挑战。 

3.2.2  教学内容内化于心 

“普通生物学”课程定位了知识、能力、素

质 3 个目标，死记硬背、考试合格不是该课程

的目的，将所学生物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理论

武装头脑、看懂身边案例、提高自身科学素养

是该门课程的普适目标。比如，在新冠疫情背

景下，“高等动物”章节“免疫系统与免疫功能”

部分的学习会让学生理解病原进入机体的机

制、掌握疫苗注射的基本原理，了解新冠治疗

的支持性疗法、了解中药疗法的基本原理，进

而可以科学地看懂身边案例，增强对党的价值

认同和文化自信，更有甚者，可以做好身边群

众、家人的科普工作，建立全民科普网，全面

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3.2.3  挖掘课程思想教育元素，建立思想教育

案例库 

恰到好处的教学案例对于学生思想品德素

质的养成至关重要，生硬的思想教育元素反而

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挖掘思想教育元素、

建立思想教育案例库是课程的重中之重，这些

元素包括名人故事、时事案例、习语政策、文

学元素等，从不同层面全面熏陶、感染学生，

引发学生的价值认同，激发民族自豪感。 

4  教学改革的成效 

4.1  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 
课程自 2018 年开展教学改革以来，经过 

3 轮的教学反思和课程迭代，学生的课程学习

积极性不断提高，课前预习、课后拓展频率增

加，课中学习参与度、互动情况良好，教学网

络平台的综合成绩稳步提升(图 3、4)。 

4.2  课程评价良好 
学生对该课程及授课老师从学习条件、课

程质量、教学态度、教学管理、教学水平、教

学方法、辅导答疑、学习效果等 8 个方面均给

予了良好的评价(图 5)。 

4.3  创新课堂反哺教学，师生共同进步  

成长 

该课程获得 2020 年省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2021 年省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立项，教学团队致

力教学改革工作，近 5 年获得本科质量工程、

教改研究等多项项目立项。学生第二课堂收获

颇丰，参加全国“互联网+” “创青春” “挑战杯”

等赛事，以赛促学，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参与生物保护和生态修复等志愿服务，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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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学改革实施以来 3 个年级学生的教学网络平台综合成绩分布图 
Figure 3  Scores of three grades in interaction on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since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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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学改革实施以来 3 个年级学生的教学网络平台综合成绩对比 
Figure 4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three grades in interaction on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since the  
reform. 
 

 
 
图 5  教师课程评价报告 
Figure 5  Assessment of teaching team on this course. 
 

旗红树；巡滩护林”科技服务生态振兴项目，参

与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省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等赛事，在多学科协作的创新平台上，

赋予了大学生全新的视角和新的创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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