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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动物学是生命科学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应用性，在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中具有重要地位。笔者结合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学校“十三五”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等背景，围

绕普通动物学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改革探索，旨在提高普通动物学课程

的教学质量，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本文对普通动物学课程改革基本思路、实施内容和方法

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希望能为其他高校同类课程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

素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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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zoology is a core foundational course in life science majors，with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bility，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the author has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reforms and explorations around the

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ethods，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general zoology courses，aiming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general zoology courses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who

can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ideas，

implementation content，and methods of the reform of the general zoology curriculum，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reform of similar courses in other universities，thereby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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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普通动物学作为生物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对于培养学生

的生物科学素养和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普

通动物学教学模式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因此，

本文旨在探讨普通动物学课程的综合教学改革与实践，通过

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以期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本文首先阐述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思想以及实践与应用导向的教

学目标。随后，详细介绍了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最后，对改革实施后的效果进

行了分析和总结。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为普通动物学课程

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普通动物学课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它不仅为生物学专业的学生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同

时也是对非生物学专业学生普及生物科学知识的有效途径。

然而，传统的普通动物学教学模式往往存在诸多弊端，如教

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实践环节等，这些问题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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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此，对普通

动物学课程进行综合教学改革，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

迫切任务。

1.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扮演着知识传授者的角

色，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

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教师还应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讨论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

精神。

为了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教师还需要转变角

色定位，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

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同时

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自己的学习资

源和路径。

1.2 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思想

动物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其他学科有着密

切的联系。然而，传统的动物学教学往往局限于本学科的知

识体系，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这种孤立的教学思想

不仅限制了学生对动物学知识的全面理解，也阻碍了学生综

合素质的提升。

因此，改革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引入相关学科的知识和

方法，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引入生

态学、遗传学、进化论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让学生从不同角

度理解动物学的原理和现象。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跨学

科的研究项目或实践任务，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思想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还

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通过接触不同学科的知

识和方法，学生可以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同时，跨学科融合的教学还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

望和创新精神，促进他们在未知领域中的探索和发现。

1.3 实践与应用导向的教学目标

动物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然而传统的动物学教

学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实践环节。这种教学

方式导致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无法有效

地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改革应更加注重实践教学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

教学内容上，应增加实验、实习等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实践

中学习和掌握知识。同时，可以设计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教

学项目和实验，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问题导向、案例教学

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实际问题出发，运用所学知识进行

分析和解决。同时，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

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2.课程内容改革

2.1 更新和优化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课程改革的核心，它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学到

什么和能学到多少。因此，我们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

对普通动物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和优化。

删除过时或重复的内容，如一些已经被新的研究成果所

替代的旧理论，以及一些在不同章节中重复出现的知识点。

这不仅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还可以使课程内容更加紧

凑和精炼。增加新的知识点和研究进展，如近年来在动物学

领域取得的重要突破和发现，以及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手段。这些新内容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还可以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此外，注重将课程内容与实际

应用相结合，引入了一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教学案例和实

例。这些案例和实例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动物学的原理和

应用，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加强基础知识和理论的传授

动物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其基础知识和理论是后续

学习和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在课程内容改革中特别强调

了基础知识和理论的传授。加强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讲解和

阐述，确保学生能够准确理解和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同时，

我们还通过举例和解释等方式，帮助学生建立对动物学知识

的整体认识和框架。其次，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分析

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对动物学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思

考，帮助他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此外，我们

还加强了对实验和实习等实践环节的指导和管理，确保学生

能够通过实验和实习等方式巩固和拓展所学知识，提高实践

能力。

2.3 引入前沿知识和技术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动物学领域也不断涌现出新的

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为了让学生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动

态，激发他们的探索和创新兴趣，我们在课程内容改革中积

极引入前沿知识和技术。

关注动物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将其纳入教学

内容中。这些前沿知识可以让学生了解动物学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趋势，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其次，引入了一些新的研

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如基因编辑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等。

这些新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研究效率和准确性，还可以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挑战。此外，鼓励学生关注动物学领

域的学术期刊和会议，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通过参

与学术交流和讨论，学生可以深入了解动物学的学术前沿和

热点问题，提高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创新能力。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3.1 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

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引入，旨在打破传统讲授式教学的束

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首先，启发式教学方法

的运用，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思考问题、发现问题，

进而解决问题。通过设置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讨论式

教学方法的采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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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还能促进他们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运用。此外，案例

式教学方法的引入，使学生能够通过分析实际案例，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多元化教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

也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3.2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

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便

利。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制作生动形象的课件和教学

资源。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示动物学知识，

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易懂，提高了教学的直观性和趣

味性；建立在线学习平台，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互动交

流。在线学习平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习题库，还

为学生提供了与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和讨论的平台。这

种学习方式不仅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效率和积极性。另外，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教学

和辅导，为无法到校上课的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通过远

程教学和辅导，教师可以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为他们

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3.3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加强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

和管理。增加实验课程的比重，让学生在实验中亲自操作、

观察和分析，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通过实验课程

的设置，学生可以了解动物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

他们的实验能力和科学精神；安排实习活动，让学生到动物

园、自然保护区等实地进行考察和学习。通过实习活动，学

生可以亲身体验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生态环境，加深对动物学

知识的理解和认识。此外，还需要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

实践活动，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参与科研

项目和实践活动，学生可以了解动物学领域的前沿动态和热

点问题，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和实践能力。

4.考核方式的改革

4.1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传统的考核方式往往以期末考试为主，这种单一的考核

方式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因此，我们

建立了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实验报告、小组讨论

等多种形式的多元化评价体系。首先，课堂表现是考核学生

学习态度和积极性的重要指标。我们通过观察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提问质量、回答问题的积极性等方面，对学生的课堂

表现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能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

论，提高课堂氛围和教学效果。其次，作业完成情况也是评

价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面。我们布置的作业不仅包括理论

知识的巩固和应用，还包括一些具有启发性和探索性的题目，

以检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同时，我们还注重作

业的批改和反馈，及时指出学生的错误和不足，帮助他们改

进学习方法。

4.2 注重过程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知识、技

能、情感、态度等方面进行的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比，过

程性评价更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长轨迹，有助于及时发

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在普通动物学课程中，我们注重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

观察和记录，包括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实验

操作过程等。通过这些记录，我们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和问题，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同时，过程

性评价还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监控和自我调整的学习习

惯，提高学习效果。

为了实施过程性评价，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和工具。例

如，利用课堂观察记录表记录学生的课堂表现，通过作业批

改和反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问题，利用实验报告和小组

讨论记录学生的实验操作和团队协作情况等。这些方法和工

具的使用，使得过程性评价更加客观和准确。

4.3 引入项目式考核

在普通动物学课程中，我们设计一系列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的项目式考核任务。这些任务通常围绕一个具体的动物学

问题或现象展开，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研

究和解决。通过完成这些任务，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还能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实施项目式考核，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明

确项目的目标和要求，确保项目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挑战性；

其次，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后，对学生的项目成果进行客观

公正的评价，并给予适当的反馈和建议。通过引入项目式考

核，我们不仅能够更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

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

5.结语

通过对普通动物学课程综合教学改革的深入探索与实

践，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改革不仅优化了课程内容，丰富了

教学方法和手段，还推动了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实施效

果显示，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有效激发，实践能力与创新

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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