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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
。

遗传学教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崎岖 曲折的
,

与生命科学其他学科相

比有其独特之处
。

通过对国内遗传学教材从解放前到 21 世纪的发展历程的研究
,

希望能为组编出更符合大学

本科生教学特点
,

贴近国内外遗传学发展前沿的教材
,

培养具有遗传学基本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和研究型人

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关键词 : 遗传学教材 ; 遗传学教学 ; 国内发展史 ; 研究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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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是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的科学
,

是生

命科学领域 中一门核心学科
。

由遗传学发展起来的

基因工程技术
、

分子标记技术
、

基因组学技术
、

人

类基因组计划以及衍生出的一批新技术和新理论 已

成为生物科学重要的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
,

对整个

生物科学的发展及人类活动产生了重大的
、

变革性

影响
。

因此
,

遗传学在生物科学各学科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是生物科学各学科建设的

基础和主要理论支撑
。

通过众多中外科学家的努力
,

遗传学成为了上一世纪生物科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

学科之一
。

遗传学已从个体水平向细胞
、

亚细胞 (细

胞核
、

染色体 )和基因 (转录调控
、

翻译表达
、

转录后

沉默
、

甲基化修饰等 )层次纵深发展
,

形成 了许多新

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
。

目前 生命科学蓬勃 发展
,

新技术
、

新方法层出不穷
, “

仿制
”

人类胚胎干细胞

的成功
,

R N A 干扰技术的发现
,

使遗传学的研究范

畴大幅度拓宽
,

研究内容不断深化
,

培养具有遗传

学基本知识 和创新能力的研究人才更是迫在眉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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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各高校 《遗传学 》 教学难度明显增大 ! ’
,

2 ]
。

而且
,

遗传学和生命科学其他学科相 比
,

有着 自己鲜明的

特点
: l) 是一门推理性的学科

。

研究遗传学的方法一

般是先根据 自然现象或实验数据推理出一种假说
,

然后通过实验加以验证 ; 2) 是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

遗传学主要是以生物化学
、

细胞生物学和统计学这

三门学科为基础
,

但又涉及到生命学科的各个领域
,

如动物学
、

植物学
、

微生物学
、

免疫学
、

系统分类

学
、

发育生物学等
,

甚至还涉及一些社会科学
,

如心

理学
、

社会学
、

犯罪学等 ; 3) 是一门发展迅猛的学科
。

遗传学的发展
`

旧 新月异
” ,

几年前出版的书籍常

常已经过时
。

因此
,

加强 《遗传学 》课程的建设
,

结

合遗传学学科特点
,

在保证 《遗传学 》 系统性和新

颖性的基础上
,

组编和使用更符合大学本科生知识

特点的教材势在必行
。

1 国内遗传学教材的发展史

在中国早期的遗传学教学 中
,

各高等学校一般

都主要以辛诺特 (E
.

W
.

S i n n o t t )等编著的
“ P r i n e i p l e s

of G e n e
ict

s ”

的英文原版或 中译本喊遗传学原理 灰周

承钥等译 )作为重要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

由我国学

者 自己编写的最 早的遗传学教科书
,

可能是 19 23 年

由李积新编著的 《遗传学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

该

书对孟德尔遗传学说作了较系统的讲述
, “

网罗
”

了

当时
“

最新学术详论生物遗传之理及其次序
,

以便

改良畜种者得按此而进行
” ,

可供农业学校及师范

农科作为动植物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
,

还可以 为研

究医学
、

蚕学
、

人种学者作参考书之用队
4 1

。

在建国初期
,

由于我 国缺乏经验
,

盲 目崇拜苏

联
, “

全盘学习苏联
” ,

使遗传学在中国的教学发展

陷入低谷
。

在 19 5 6 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
,

科学出

版社 出版的教材主要有方宗熙主编的 《普通遗传学

(修订本 ) 》 ( 19 59 年
,

第一版 )
,

该书中介绍了米丘林

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基础知识
。

在 19 61 年修

订版更名为 《细胞遗传学 》
,

书中删去了米丘林学

派和摩尔根学派一些争论 问题的分析
,

以介绍摩尔

根学派的细胞遗传学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他遗传学原理为 主
,

并增加了一些理论联系实际

的材料和遗传物质研究的新进展 l5]
。

该书的体 系和

叙述比较简明
,

各方面反映较好
,

被选用大学教材
。

于 19 63 年再版 (增订版 )
,

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关于微

生物和人类的遗传研究内容
。

到 19 7 0 年各综合性大学先后恢复招生
,

遗传学

教材 的编辑与出版才有 了不同程度的恢复 与发展
,

期间编写的讲义有
: 复旦大学遗传教研室植物遗传

组 19 7 3 年编印的 《遗传学基本原理 》
,

南开大学遗

传教研室 19 73 年和 19 75 年两次编印的 《遗传学讲

义 》
,

浙江大学等 19 7 3 年编印的 《遗传学基础 》
,

浙

江农业大学等 19 7 3 年编印的 《遗传学基础 》
,

浙江

农业大学等 1 9 73 年编印的 《遗传学基础 (援外水稻

技术人员进修班讲义 ) 》
,

北京师范大学 197 4 年编印

的 《遗传学讲义 》
,

北京师范学院 19 7 3 年和 19 75

年编印的 《遗传育种学讲义 》 等
。

自 197 8 年遗传学会成立后中国的遗传学教学

逐步走 卜正轨
,

不同风格的教材开始 出版
,

其中影

响最为深远的是 19 7 9 年 (第一版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
,

复旦大学刘祖洞主编的 《遗传学 》
。

该 书在内

容的安排 和材料的选择上大致依据的原则是
: 叙述

依据学科发展的顺序
,

酌量增加基础遗传学 的内容
,

增加了分子遗传学的深度和广度
,

在内容的安排上

虽然重视基本理论的阐明
,

但在有关的地 方尽可能

地提到这些理论在实践 仁的应用
,

因为在实践 L能

够发挥作用的理论是最有生命力的
,

每章后 面都附

有习题
,

使学生通过习题加强对 教材 内容的理 解
,

并能应用遗传学的基本原理
,

分析遗传学数据
,

解

释遗传学现象
。

这本教材的特点是将基础理论和当

时遗传学的新发展融为一体
,

加 卜刘先生文字功底

好
,

这本教材的用词造句都很讲究
,

读来非常流畅
,

学生易学
、

老师易教
,

是当时学术教育界百废待兴

时期 出版的第一本遗传学教材
,

受到了全国高等学

校的普遍欢迎
。

该书 10 多次印刷
,

印数达 13 万册

在 19 9 0 年进行了第二次出版
,

在这版中进行 了内容

的添加和增补
,

增加了许多新的遗传学知识和前沿

进展
,

修改后的教材更适合于遗传学教学之用
,

成

为国内适用范围最广的遗传学教材
,

并于 19 9 8 年获

得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

此外
,

其他使用较

多
、

影响较大的教材有
: 褚析主编的《遗传学 》 ( 198 1

年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盛祖嘉主编的 《微生物

遗传学 》 ( 198 1 年
,

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

19 8 7 年

再版
,

2 0 0 7 年第三版 ;) 杜传书
、

刘祖洞主编的 《医

学遗传学 》 ( 19 83 年
,

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 李汝棋

主编的 《现代遗传学丛书
,

发生遗传学 (上 ) 》 ( 19 8 5

年
,

科学 出版社出版 )
,

该书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国

遗传学分支学科建设 的新起点 ; 季道藩主编的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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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学 》 ( 1986 年
,

农业 出版社出版 ;) 盛祖嘉
、

沈仁权

主编的 《分子遗传学 》 ( 19 8 8 年
,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

版 ;) 孙乃恩等主编的 《分子遗传学 》 ( 19 9 0 年
,

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 )
,

该书由国家教委遗传学教材编审

组正式审定通过
,

并推荐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为试

用教材 ;) 童克中主编的 《基因及其表达 》 ( 19% 年
,

科技出版社出版 ;) 王亚馥
、

戴灼华主编的 《遗传学 》

( 19 9 9 年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等等
。

使用的参考书

主要有 :
[美 】.G S 斯坦特著

,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

所 《分子遗传学 》 翻译小组译
,

杨纪柯
、

杜若甫
、

莫鑫泉校 的 《分子遗传学 》 ( 1 978 年
,

科学出版社出

版 )
,

是当时介绍分子遗传学 比较系统和通俗易懂的

一本书 ; 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教研组
、

遗传学

研究所编译的 (( 遗传学词典 》 ( 1979 年
,

科学出版社

出版 )
,

该书是在 R
.

G iK ng 所著 《遗传学词典 》 (A

D i e t i o n a r y o f o e n e ti e s ,

19 7 2
,

S e e o n d E d i t i o n )的基础

上
,

参考其他书刊和词典加 以适 当修改和补充编译

而成的 ; 【美 】.R C 金编
,

褚忻
、

童一中译的 《作物

遗传学手册 》 ( 1980 年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美 】曼尼阿蒂斯等著 《分子克隆操作指南 》 ( 19 86

年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吴文彦编译的 《医学遗传学

生化方法 》 ( 19 87 年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李向辉等编

著《植物遗传操作技术 》 ( 19 8 8 年
,

科学 出版社出版 ;)

【美】戴维斯等著
,

张钮等译 《分子生物学基本实验

方法 》 ( 19 89 年
,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 陈章 良主编

《植物基因工程研究灰19 93 年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王关林
、

方宏绮主编 ((植物基因工程原理与技术 ))( 19 98

年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许耀奎主编 《基因的重组
、

连

锁和交换 》 ( 19 98 年
,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等等
。

进入新世纪 以后
,

各种层次的遗传学教材不断

涌现
,

如杨业华主编的 《普通遗传学 》 (2 0 0 0 年
,

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张玉静主编的 《分子遗传学 》

(2 0 0 0 年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李振刚主编的 《高等院

校选用教材系列
·

分子遗传学 》 (2 0 0 0 年
,

科学出版

社 ;) 赵寿元
、

乔守怡主编的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

材
·

现代遗传学灰2 0 01 年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徐

晋麟等主编的 《现代遗传学原理 》 (2 0 01 年
,

科学出

版社 出版 ;) 朱军主编的 《遗传学 》 (农业院校普遍使

用教材
,

20 02 年
,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 左极主编

的 《医学遗传学 》 (2 0 0 3 年
,

复旦大学 出版社出版 ;)

陈竺主编的 《医学遗传学 》 (七八年制教材
,

2 0 0 4 年
,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 张飞雄主编 《普通遗传学 》

(2 00 4 年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张建民主编 《现代遗传

学 》 (2 0 05 年
,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等等
。

遗传学的

高速发展离不开大量的实验设计与研究
,

随着遗传

学教材的不断补充和发展
,

新出版的遗传学实验教

材主要有
: 左极主编的《医学遗传学实验指导 敦2 0 0 4

年
,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
,

该书属于医学专业书籍

分类下的医学教材书籍
,

兼顾基础和临床两个方面
,

可以促使 医学遗传学教学走进病房
、

门诊和社区 ;

张文霞
、

戴灼华主编的 《遗传学实验指导 》 (2 0 07 年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

该书基本上体现 了基础遗传

学实验教学的需要 ; 乔守怡主编的 《遗传学分析实

验教程 》 ( 2 0 0 8 年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

该书在实

验层次上涵盖了个体
、

细胞
、

分子水平
,

适合本科

生物学科各个专业的遗传学实验教学
。

2 遗传学对教材的要求

当前高等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是
“

厚基础
、

宽

口径
、

多方 向
、

强能力
” ,

也就是要加强学生基础

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基本实践能力的训练
,

扎实打造

学生的基础素质平台
,

提升学生的发展后劲 l6]
。

根据

国内教材编写和出版的状况
,

建议今后遗传学教材

编写应该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
:

l) 遗传学教材编写应

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方向转变 ; 2) 组织全国专业

力量加人遗传学的教材建设 ; 3) 高度重视编写实验
、

实践性教材 ; 4) 积极推进多层次教材建设
。

随着信息

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使数字教材应运而生
,

大

部分教材出版社均开始涉足或打算参与数字化教材的

开发
。

目前我国数字化教材的出版还处于初级阶段
,

如何在传统教材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组编高水平的

数字化教材也是值得重视
,

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
。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
,

也是教学的主要依据 l7]
。

教

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
。

《遗传学 》 课程一直

是生物类本科教学中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

其

课程建设已经取得 了显著进展
。

在新世纪
,

国内 《遗

传学 》 教材
“

百花齐放
” ,

各具特色
,

有赵寿元
、

乔

守怡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现代遗传学教材
,

陈竺

主编的 7 年制规划医学遗传学教材
,

左极主编的 5

年制统编医学遗传学教材等均对我国的遗传学教学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

但由于遗传学发展迅

速
,

教科书内容扩充明显
,

使得 《遗传学 》 教学中出

现 了一些 新 的问题
。

现 在人 们一讲遗 传学 就是

D N A
、

遗传工程
,

在教科书中过分强调了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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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

而缺乏生物学的内容
.

其困难点更多的是

缺乏生物学知识
。

如果我们的学生— 未来的研究者

们不能掌握具有生物普遍意 义的生物体特征
,

要把

物理学
、

化学知识运用到生物体 上来研究
,

并想取

得较大进展是非常困难的
。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有

影响的遗传学家
,

要在事业 L取得重大的成功
,

一

个显著的特点是生物学基础知识扎实
,

他们能从历

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并选择实验材料
,

使研究 [ 作取

得较大的突破
。

因此
,

在 当前我国遗传学教育和教材

编写且
_

作中
,

有必要加强生物学基础知识
,

提高学

生科学 史的修养
,

而 巨需要不断努力探索能够适应现

代教育的教学新方法和新教材
,

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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