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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专业课程的既有教学内涵逻辑中挖掘育人的价值功能是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笔者

从遗传学课程传统出发，结合课程发展与教学改革，聚焦学科和课程特色，从“爱国主义”“社会责任感”和

“专业素养”三个方面阐述遗传学课程思政的设计思路与代表性案例，为有关生物类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

提供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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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是从基因（组）水平研究生命的遗传和

变异规律的生物学分支学科。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

分支学科。遗传学是国内外各高等院校生物科学及

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也是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复旦大学的遗

传学课程是面向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态学专业

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54 学时，3 学

分。教学内容包括了孟德尔遗传、基因概念发展、

染色体畸变、基因组、基因表达调控、遗传分析方

法与策略等十三个章节，涵盖经典遗传学和现代遗

传学。课程以基因结构与功能为主线，以基因型和

表型分析为核心，以遗传分析思想为导向，从群体、

物种、个体、细胞和基因等多个层次，从 DNA 变

异、DNA 互 作、DNA 修 饰、DNA 转 录 和 RNA 调 控

等多个视角，揭示生物遗传、变异的规律，探索生

命演化的根本机制［1］。

1  遗传学学科特色与教学特点

遗传学是一门充满了逻辑和哲学思辨的科学，

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各种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争议。

正是在各种争议中，遗传学不断发展，争议的观点

也相互借鉴，不断融合，推陈出新。遗传学是一门

来自生活的学科，遗传学家从实践中归纳生物的遗

传学定律，形成理论。遗传学是一门能够从基础到

应用的学科，遗传密码的揭示和基因工程技术的诞

生引领了生物技术时代的来临，遗传学知识不断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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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人类。遗传学还是一门不断吸取其他学科营养、

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学

科，最终形成了遗传学的“杂交优势”。与此同时，

遗传学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技术

和方法，“化作春泥更护花”。

中国的遗传学教学在包括李汝淇、谈家桢、刘

祖洞等老一辈中国遗传学教学先驱的指引下，在

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下，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既

有益于教学活动又切实可行的教学体系：以“基

因 型”“表 型” 为 中 心， 突 出“性 状”“基 因”“连

锁”“重 组”“变 异”“表 达”“组 学” 和“调 控” 等

遗传学教学特色［2］。在教学理念上，注重“以问题

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并通过案例教学紧跟学科

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学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经历了四代人的发展，始终面向学科发展变化和国

家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不断变革、不断提升。刘

祖洞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遗传学授课要重视

遗传学基本概念的说明以及遗传学理论在实践上的

应用［3］。赵寿元教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多个角度

强调遗传学与社会发展、学科发展的重要联系［4］。

乔守怡教授在 21 世纪初进一步提升遗传学教学在学

术性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开发了一系列与现代遗传

学理论知识密切相关的经典案例，通过案例剖析引

导遗传学知识的运用［5］。近年来，新的教学团队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完成了在线课程建设，并基

于一致性原则进行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取得了

出色的效果［6］。

2  遗传学课程思政的路径设计

遗传学课程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基础课程，

教师不仅需要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科

学研究能力和创新素质，还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价值观和人生观，做好专业发展的指导者和思想意

识的引路人，为培养有理想、有责任、有知识且有

能力的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

2.1  厚植爱国主义

复旦大学的遗传学课程拥有近 70 年的历史，继

承并发扬优秀的育人传统既是加强教师德育水平

的最佳举措，也是在学生心中厚植爱国主义的有效

方法。复旦大学遗传学课程奠基人——谈家桢先生

1934 年留美学习，师从杜布赞斯基和摩尔根，在遗

传学的学术界中崭露头角。当导师挽留他在美国继

续工作时，谈先生说：“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

学领域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很薄，人才奇缺。要

发展中国的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种专业的人才。

我是属于中国的。”1937 年，谈家桢回到了祖国的校

园。但很快抗日战争就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学校西

迁遵义湄潭，科研条件异常艰苦。但是谈先生带领

学生们用地窖作为温箱，在稻田里捉蚜虫喂食瓢虫，

用煤油灯替代显微镜的聚光灯，在这异常艰苦的岁

月中完成了他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瓢虫鞘翅色

斑的镶嵌显性遗传，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在日后

的遗传学科研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栋梁

之材［7-8］！

谈先生的弟子刘祖洞先生是中国医学遗传学的

奠基人，也是复旦大学遗传学教学团队的第一位负

责人。刘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给复旦留下了遗传学

的多部经典教材。1988 年刘祖洞和江绍慧老师主编

的《遗传学》第 1 版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1995 年刘祖洞先生主编的《遗传学》第 2 版获得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教材类二等奖［9-11］。刘先生始终坚

持在教学第一线任教，直至退休。他在复旦大学教

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内外科

研舞台上的优秀人才，先生性格平和，待人真诚。

学生无不为其一生坦荡、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所 

倾倒。

在刘先生之后，赵寿元老师接过了遗传学教学

的大旗，充分结合遗传学学术进展发展遗传学课程，

先后出版《现代遗传学》第 1 版和第 2 版，先后列

选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及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荣获上海普通高校优秀

教材奖［12-13］。遗传学课程也于 1993 年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乔守怡教授于 1975 年留校工作，

得到了刘先生、赵老师的悉心指导。2004 年乔守怡

教授主持的遗传学课程被批准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5 年遗传学教学再次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2015 年新版的《遗传学》教材列选“十二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14］。这些复旦大学“大先生”们爱

国为民、立德树人、教育为本的历史故事是在遗传

学课程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案例。



16 吴燕华等：聚焦学科和课程特色，推进遗传学课程思政建设

2.2  增加社会责任感

立足我国国情，着眼世界格局，面向现实和未

来，激发学生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和开拓者

是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我国现代遗传学发展

的历程充满了一批遗传学家的爱国情怀，彰显了他

们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和担当。改革开放之后，我

国在诸多方面均面临着技术落后的普遍状况，1986

年王大珩等科学家向国家领导人提出要跟踪世界先

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新技术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

同志的积极批示，这是科学家的战略眼光与政治家

的高瞻远瞩的结合，863 计划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

高技术的进步。谈家桢等生物学家，从国家需求和

世界前沿出发，经过不懈努力推动 863 计划中生物

高技术的发展，此举最终得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

人的支持。今天我国的生物产业能够蓬勃发展，不

少成果已经居世界先进水平，正是得益于此。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跨国公司和境外研究机构

在我国大肆非法采集遗传病等疾病患者的血液，包

括我们在内的不少人向谈先生反映了这一情况，谈

先生非常忧虑这种情况会造成我国遗传资源的流失

等问题，就提笔给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

写信，呼吁积极保护和加强研究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采取措施有效遏制

了遗传资源的流失，推动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的研究。

关于加强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建议也催生了科技部

《人类遗传管理条例》的实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颁布。有关人类遗传资

源的管理内容作为独立的一章写入了 2020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钟扬老师也是敢于筑梦、善于圆梦的科学先驱。

他将自己短暂但不平凡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科技

发展，其中也不乏很多与遗传学发展息息相关的贡

献，例如植物种子资源的采集，上海种植红树林，

墨脱种植咖啡，寻找和筛选高原优质酸奶菌种……

他从不担心困难和失败，他想到的只有如何实现这

些有意义的奇思妙想、有难度的科学问题。他也总

是如此引导和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寻

找国家最需要的研究方向与课题，然后咬定它，锲

而不舍。

21 世纪，我们进入了基因组时代，遗传新发现

和新技术不断涌现，加速了生命科学和相关学科的

发展。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发展科技的新时代，我

国生命科学得以迅猛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弯道超车，

生命科学和技术取得了一批世界性的研究成果。但

是，我们也要看到包括遗传学在内的生命科学零原

创发现这一短板。我们缺少从 0 到 1、引领世界的

突破；还缺少中国制造的尖端仪器设备；在生物医

药研发的关键技术方面也以跟踪仿制为主，从“me 

too”到“me better”居多，FIC 的很少，有新靶点新

技术的还是很少。无论是重组 DNA、PCR、基因编

辑等技术，还是 CAR-T 细胞、PD-1 抗体治疗等这

些技术目前还没有写上中国科学家的名字。教师在

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们正确认识世界生命科学

的发展水平，了解我国在生命科学基础和应用领域

的主要挑战，鼓励学生们树立远大理想，投身国家

生命科学相关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勇担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

2.3  培养专业素养

作为一门研究生命遗传变异规律的课程，遗传

学的知识体系中天然携带了丰富的、生动的科学精

神和研究方法。作为一门生命科学人才培养的专业

基础课程，遗传学的学习目标不仅包括遗传学相关

的基本概念与知识原理，更应包括应用遗传学知识

解决遗传学科学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因此，在课堂

教学中，深挖各个知识点关联的遗传学科学问题、

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学生在遗传学领域的专

业素养是遗传学课程思政的又一核心内容。

在教学实践中，用“什么是遗传学问题”“如何

运用遗传学知识解决问题”“现有的遗传学知识体系

还存在哪些漏洞”等一系列启发式、反思式和批判

式的教学方法替代“遗传学讲什么”的灌输式教学，

帮助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并在构建

遗传学知识体系的同时，积极思考遗传分析思想的 

核心［1］。

例如，我们的学生进入大学三年级后都对基因

这一概念非常熟悉，“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

段”。但教师通过提供一篇 2006 年发表在 Nature 上

的文章“What is a gene？”进行提问：为什么 Nature
期刊会对 gene 的概念产生怀疑［16］？大家摇头。科

学发现的第一步其实是发现问题。那么接下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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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带领学生们学习基因概念的时候，以科学发现

的时间为线索，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递进、

抽丝剥茧，引导学生们去感受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

例如：孟德尔提出遗传因子的概念是因为他发现当

时以泛生论为代表的遗传变异观点无法解释普遍存

在的遗传变异现象；摩尔根提出基因论是因为当

时人们都怀疑遗传因子是否真实存在；刘易斯挑战

权威，提出基因并非突变的单位，因为他从不同果

蝇眼色突变中提出怀疑，可能一个基因会存在多种

不同的突变形式，表现出相似但不同的性状，随后

他设计了互补实验证明了自己的推测。到了 20 世

纪 40 年代，比德尔和塔特姆一直思考为什么基因

是功能的单位。于是，他们进一步利用红色链孢霉

的诱变实验证明了一个基因一个酶，这一理论就是

今天基因概念的一个重要雏形。但是，遗传学家们

对基因概念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一个细胞内所有的

基因是否始终处于表达状态呢？基因的 DNA 序列

和转录的 mRNA 序列不完全互补这一实验现象提示

了什么？基因组中的某些 DNA 在基因组内的位置

竟然会发生改变，这又是什么现象和机制？这一系

列有关基因性质的思考和实验进一步帮助遗传学家

不断修正和完善基因的概念。这一讲的最后，引导

学生们去仔细阅读 Nature 的原文，从中品味为什么

到了 21 世纪，遗传学家仍然会对基因的概念提出质

疑，以及你觉得这样的质疑的依据何在？解决方法

何在？

遗传学课程的每一讲基本都遵循了这样的一种

讲述方式，即在传输知识的同时源源不断地渗透着

批判思维、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强调小心求证、

严谨求实的科学方法，努力培养具备真正研究能力

与创新素质的生命科学人才。

3  结语

遗传学是我校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态学专

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

程中，团队教师通过讲好遗传学传承的复旦故事，

讲好遗传学的知识体系与伦理规范，讲好学科发展

的科学历史，讲好遗传学分析思想的科学精神，聚

焦学科和课程特色，努力将价值引领渗透到专业知

识体系中，实现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做到盐溶于

汤而无形，雨润于物而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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