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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从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实验教学、野外实习等方面梳理了我国高

校生物学科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 , 并提出了当前高校生物学教育发展中较

为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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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高校生物学科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

我国的生物学科人才培养具有悠久的历史 , 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 20世纪初期 ,

“民主科学”的思想对二千多年封建枷锁提出了挑战 , 为摆脱被世界列强嘲笑中国是 “学术荒芜

之国 ”的耻辱 , 不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和国内的有为青年纷纷通过兴办学堂 , 创办杂志 ,

发行报刊等多种形式 , 开始向国人引进和传播生物学的知识。1914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杨杏

佛和留学康奈尔大学的秉志等创办了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的 《科学 》杂志 , 杂志在创刊初期

就刊登了 “孟德尔定律 ”、“达尔文进化论 ”、“生物学概论 ”等很多生物学科的文章 , 可以说是

开生物学普及和教育之先河 [ 1, 2 ]。1919年 “五四 ”运动时期 , 《学艺 》、《东方杂志 》、《博物杂

志 》、《晨报 》等杂志报刊也纷纷加入了传播生物知识的行列。随着生物学知识的普及 , 这个时

期中国的高等学校也开始着手生物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机构。1913年前后 , 东吴大学开始了专科

的生物学教育。1921年中国高等学校的第一个 “生物学系 ”在国立东南大学 (前身是南京高等

范师学校 ) 成立 , 美国留学归来的秉志任第一任系主任。1925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陈桢出任清

华大学生物系主任 , 他主持的生物系被国内外学者称为 “中国生物学科最有潜力的系 ”。随之 ,

生物系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 其后的几十年中 , 生物学本科生教育规模有了很大发展。在长期战争

中 , 中国的生物学本科生教育颠沛流离 , 在艰难困苦中走过了初期成长的历程。期间 , 著名的遗

传学家李汝祺、谈家桢等教授学成归国后分别先后执教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 , 为中国

的遗传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到 1949年 , 全国已经有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

农学院等 40多所大学设置了生物系 [ 3 ]。

经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 , 生物学科在理科院校中有了新的发展。但是随着 “全面学习苏联

经验 ”, 特别是受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实施的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影响 , 生物学学科发展

—1—

高等理科教育　　　　　　　　　　　　　　　　　　　　　　　　　　　　　我国高校生物专业教育发展的脉络与现状

3 收稿日期　2006—12—20
作者简介　吴雪梅 (1969 - ) 女 , 北京人 , 副编审 , 博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生物教育研究 1



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正在蓬勃发展的遗传学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学术界被强制推行米丘林遗传学

说 , 摩尔根遗传学说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学术观点 , 被扣上了 “反动的唯心主义 ”的帽子 , 不准

在课堂讲授 , 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 [ 4 ]。1956年 8月党中央提出了 “百花齐放 , 百家

争鸣 ”的方针 , 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在青岛共同主持了生物学专家大会 , “青岛会议 ”纠正了政

治干扰遗传学学术观念的错误。1960年国内开展了遗传学学术大讨论。时任复旦大学遗传所所

长的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对于坚持摩尔根遗传学学术观念起到了主导作用。

生物学教育在经历了黯淡的文化大革命以后 , 人才培养有了新的曙光 , 专业设置、课程体系

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 教材建设 , 教学方法的改进等诸多方面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随着生物

学科的发展 , 生物产业的悄然兴起 , 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生物学类本科生教育规模发展现状

最近几年全国本科生规模迅猛扩大 , 全国在校本专科学生总数 1997年仅为 [ 5 ] 317144万 ( ht2
tp: / /www1moe1edu1cn /edoas/website18—1997教育统计数据 ) ; 2003年增长到 1108156万 , 其

中本科生 629121万 , 理科 72136万 , 工科 215166万 (中国教育年鉴 2004) 。生物学本科生规模

也有较大增长。1997年 , 全国生物类各专业在在校本科生总数是 48093人 , 2004年生物类各专

业在校本科生总数达 158353人。1997～2004年生物科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总数增加比例和年招

生数增加比例分别为 45%和 42% ; 生物技术专业的比例分别为 550%和 490% ; 生物工程专业为

630%和 630%。

目前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 招生人数剧增 , 特别是 2001年以后增长更为迅猛。生命科学迅猛

发展 , 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 , 需要大量生命科学专业人才 [ 6 ]。大学招生的扩大 , 满

足了部分学生和社会的需求 , 但随之带来的是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和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等一系列

问题。

　　三、我国高校生物类专业设置历史沿革与现状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 , 中国的大学就开设了生物学专业。1956年以前 , 全国各所大学生物

系基本上设置的是生物学专业。1956年以后 , 生物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生物学教育的发展。国内

院校依据国际生物学分支学科的发展 , 根据生物学研究的内容 , 逐步设置了生物化学、遗传学、

微生物学等专业。至 1990年初 , 国内生物学本科设置了生物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病毒学、

生物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近十个本科专业。1991年 , 当时的国家教委针对本科

专业设置过细的问题 , 提出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 本科阶段进行宽口径培养的要求。根据国家教委

的指导精神 , 1991年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了工作会议 , 会议探讨了生物类

专业设置问题 , 经过激烈的谈论和研究 , 提出了生物类本科专业设置的指导性建议 , 将生物类专

业调整为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生物学三个。强调本科阶段宽口径培养 , 重视学生能力训练。但

是由于生物类专业设置历史沿革问题 , 此项改革的实施是逐步推进的。在很多所院校里 , 一些专

业以生物学专业加专业方向的形式存在。1997年教育部生物学教指委威海工作会议在交流国内

外调研情况的基础上 , 经过讨论 , 提出了将诸多理科生物类本科专业调整为 “生物科学 ”和

“生物技术”两个专业的建议。1999年 , 全国生物类本科专业设置按此方案全面实施至今。

生物工程学科于 1998年设置了生物工程专业 , 生物工程专业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40年代

的发酵工学、50年代的抗生素专业、80年代的生物化工。在 1998年本科专业目录中明确属于工

学的生物工程专业包括了原来的生物化工 (部分 )、微生物制药、生物化学工程 (部分 )、发酵

工程等四个专业 , 从而大大拓宽了专业口径。此外 , 在本科专业目录中首次将生物工程作为工学

门类中的一种 , 与化学工程、轻工等并列 , 单独列出具有划时代意义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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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科生生物类专业点设置有生物科学专业 228个 , 生物技术专业 256个 , 生物工程专业

201个 , 分别占总数的 3313%、3714%和 2913%。

　　四、我国高校生物类专业课程体系历史沿革与现状

改革课程体系是适应新的专业设置 , 培养高质量基础性人才的关键。1991年教指委在内蒙

古会议提出生物学基础课 “6 + 1”的基本框架。1997年教指委威海会议确定了生物类各专业本

科生的课程体系 , 提出了 5个板块结构 : (1) 学校公用课板块 , 包括政治课、外语、体育、计算

机、必修文科课 ; (2) 基础课程板块 , 突出 “宽 ”的特征 , 要使学生有坚实的数理化基础及宽

厚的生物学基础 ; (3) 专业课板块 , 突出一个 “精 ”字 , 专业课门数及课时数要精简 , 内容要

精选 ; (4) 选修课板块 , 体现一个 “新 ”字 , 根据各校的特点 , 开设不同特色的选修课 , 选修

课程种类要多 , 通过这一板块的学习 , 使学生掌握相关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理论知识 ,

了解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前沿成果。在学分比例上 , 选修课的学分应占总学分的 25% ～30%。

(5) 毕业论文 , 通过毕业论文训练学生查阅文献、文献综述、设计实验、进行科研、论文写作、

论文答辩的能力 ,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在多年的课程体系探索和实践中 , 目前国内的生

物科学专业基础课逐渐变化成为 “6 + X”模式 , 即 : 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微生物学、生

物化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 6门主要课程 , 另外根据学校的不同和特点 , 设置了分子生物学、

生态学、进化生物学等 X门课程作为补充。

　　五、我国高校生物类专业实验课教学体系改革和实验教学中心发展

生物学是实验科学 , 通过实验训练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 是培

养高质量生物学人才的关键之一。制定实验课内容的改革和建设方案 , 减少验证性实验 , 淘汰过

时的实验 , 多开设综合性、研究性、设计性和创造性实验 ,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是

2000年以后全国高校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总体趋势。

四川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进行了实验课教学改革与实验室建设研究。

全国部分高校以 “211工程 ”和 “理科生物学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项目以及 “世行贷款 ”等项

目的实施为契机 , 深入进行了实验课教学改革和实验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部分 “理科生物学

基地 ”院校率先建立了 “生物学教学实验中心 ”, 将校内较分散的教学实验室和实验教学资源集

中 , 由教学实验中心统一管理 , 实现了资源共享 , 建立了高效运行的公共平台。在实验内容体系

方面将原来的基础实验、专业实验和大实验有机地进行融合 , 以技术和方法为主线构建实验内容

模块 , 将实验课程内容划分为基础生物学实验和中、高级生物学实验三个层次 , 开始尝试实验内

容模块化的教学组织新方式。这种实验教学模式 , 避免传统实验教学模式中存在的课程门数多、

验证性实验多、综合性实验少、实验内容重复多的现象 , 有利于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和实验

设计能力的训练 , 弥补了传统实验教学存在的不足 , 强化了学生科研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培

养。这一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 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和示范作用。

　　六、生物学野外实习现状

野外实习是生物类本科生必需的教学环节 , 学生通过到自然界中去实习 , 可以真实地接触形

形色色的生物 , 认识生命的多样性 , 了解生物的生存环境 , 为今后的研究和应用奠定坚实的基

础。近年来 , 各高等学校生物科学专业在本科生培养中 , 都十分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不同程度

地加强了野外实习教学、实验课教学、毕业论文和学生参加教师科研等教学活动。国内现已建设

了十多个有固定设施、固定场地、具有完善计划的实习基地。比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在

北京西郊小龙门的基地、复旦大学在浙江天目山的基地、四川大学的峨边黑竹沟生物科学实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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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都已经成为有代表性的生物学实习基地。但是在实践中 , 各个学校也逐渐发现野外实习基地

生态环境退化 , 师资力量不够 , 实习经费不足等问题 , 怎样继续深入开展生物学野外实习教学并

提高野外实习教学环节的质量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七、当前高校生物学教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一 ) 规模与质量

近年来 , 招生规模急速扩大 , 教学资源紧缺 , 特别是直接用于本科教学的实验设备与资金严

重不足 , 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另外教学第一线经验丰富 , 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短缺 , 有的

学院部分课程教师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 , 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重科研、轻教学也使得教学队

伍不稳定。这些都对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在这种形势下保证教学的正常

发展 , 保证教学质量已经成为目前大学生物学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 ) 专业定位

目前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 3个专业之间在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环节等方

面 , 大同小异 (多数学校课程体系差异不足 10% ) , 其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不够明确。

另一方面随着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 , 生物技术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 , 我国的

生物产业正方兴未艾 , 一批生物高新企业、生物科技园已初具规模。对生物产业发展所需的创业

人才和工程技术、实验技术方面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已明显呈现。教育部 2002年建立了 36家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 依托高等学校 , 联合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等 , 进行人才

类型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试点 , 尝试培养具有原始创新、产

业研发和创业能力的各级、各类专业人才。创业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有何区

别 , 专业发展如何定位 , 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在新的形势下应如何调整亦应重新审视

调整。这已是摆在高等学校生物教育工作者面前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三 ) 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衔接问题

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本科教育尚没有与其衔接的研究生学位教育 , 使学生继续修学的途径受

堵 , 就业压力增大 , 而且不利于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高级人才的培养。虽然生物工程本科为独立

的一级学科 , 但是国家至今没有设立生物学的工程应用学科、应用学科的研究生学科点与生物工

程的迅猛发展极不相称。

(四 ) 教学内容急需更新

目前生命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 , 知识急速膨胀 , 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涌现 , 而目前的培养方

案中专业课程的学分和学时都是十分有限的 , 并呈压缩的趋势 ; 另外 , 在这种情况下 , 哪些内容

是专业教学的核心内容 ? 随着科学的进展 , 学科的知识体系在不断变化 , 在这种情况下教学内容

应如何更新 , 已经成为高校生物学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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