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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物同-土例化学实验教学效果的实践与探讨

刘越周宜君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是生物化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势在必行。作者就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方法、优化实验教学内容、改进考核制

度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以求提高生物化学实验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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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化学教学中，提高实验教学效果极为重

要。为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笔者对

本科学生生物化学实验的教学方法、实验内容、学

生综合实验能力培养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下面结

合生物化学实验教学谈谈自己的看法。

1．认真做好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包括三方面，教学对象、备课、预实验。

学生是教学对象，也是学习的主体。通过多种

渠道了解学生的特点，包括对学习的态度、对专业的

兴趣、活跃程度等等。只有了解学生才能做到因材

施教，把握好课堂教学过程，充分培养学生的能力。

实验课教师与理论课教师一样对教学内容要

进行充分的准备，即备课。现在的高校教师，在攻

读学位期间，经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

的培训，但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向学生们表述清楚，

实验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做出来有什么

结果，做不出来会是什么原因，对于实验课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结果要有充分的预计，能够给出合理的

解释，还要准备回答同学们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

题，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不仅要对本学科的知识驾轻

就熟，还要具备相关学科的知识衔接和应用的能

力，更要不断地提高自己，使自己的业务素质与时

俱进。这就要求备课特别充分。

预实验即预做实验，是备课的一部分，对实验

教学非常重要。生化实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试

剂的纯度、仪器的使用温度、操作熟练程度等。通

过预实验，可以找出实验最合适的条件、及早发现

实验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仪器运行是否正常、

可掌握样品的实验数据，有利于评价实验结果、更

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预实验了解实验的每一个细节，

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地发现学生出现的问

题并能够给予正确的解决。

2．改进课堂教学

2．1．合理分配讲授与实验操作时间

每次实验课的开始进行讲解示范。一般是先

总结上次实验的收获与教训，点评实验报告中存在

的问题；其次，通过提问检查学生预习的情况；再

次，介绍本次的实验目的、原理以及步骤、注意事

项、特殊要求等，时间控制在20 min左右。讲解内

容可根据实验的内容和操作步骤的不同而调整，如

“小麦萌发前后淀粉酶活力的比较”实验，小麦苗

和种子的提取液在室温下放置提取20min，先讲如

何取材、加多少Nacl溶液进行研磨等，等研磨好

后，再讲解本次实验的目的、原理及实验的其他步

骤。这样安排节省了时间，也提高了实验成功率。

2．2．抓好预习

实验预习是提高实验效果的重要环节之

一⋯，每次实验前，让学生预习本次实验，对实验

的原理、操作步骤、使用的仪器及注意事项做到心

中有数，这样就避免了学生对实验内容不熟悉，以

致在实验室里手忙脚乱的情况。抓好预习，既能使

老师及时掌握学生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又

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3．增加师生间的交流，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和思维

方式的培养

在学生做实验过程中，要不停地巡视，以便及

时地发现同学们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对

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解答时避免直截了当说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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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采取诱导启发的形式，培养其自主思考的能

力；对于学生在实验中的操作不规范，及时纠正、主

动示教。并让学生自己重新进行正确的操作，提高

学生的动手能力。师生间的接触和情感交流的增

加，使学生逐渐对生物化学实验产生了兴趣，主动

地参与，思考、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提高，教

学效果得到大幅度提高。

2．4．严格检查实验的原始数据

实验操作完成后，检查每个同学的实验现象的

观察记录以及原始数据结果，并通过提问检验其对

实验的理解程度；对于操作不当得到负结果的同学

要鼓励其正确面对失败，重点分析总结失败的原

因，写在实验报告中。实验数据要保存完好，不得

进行涂改，直接贴在实验报告纸背面上交。

3．加强结果分析。规范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是对实验的原理、过程及结果的再次

提炼和总结过程，是科研论文的雏形。通过对实验

结果的分析和归纳，实现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并

锻炼科学的思维和缜密的思考。实验报告通常包

括六部分内容：

(1)原理：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本次实验的原理

进行总结，训练归纳和总结能力；

(2)实验器材和试剂：列出本次实验所需的各

种器材和试剂，培养学生的耐心和细心；

(3)实验步骤：要求用尽可能少的文字(少于

200字)描述操作要点，也可以简化成框架图；

(4)实验结果：要求如实、准确的记录原始结

果，培养学生对待实验的严谨态度；

(5)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运用已具备的理

论对于本次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对于正结果阐明原

理，对于负结果，分析原因。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和

讨论，促进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提高；

(6)收获与建议：学生从实验中得到的收获，

或对实验的建议也可以写进实验报告中，不仅促进

同学们深入思考，锻炼创造性思维，也有利于以后

的教学改进，实现教学相长。

实验报告是学生的学习成果，对于实验报告的

批改一定要认真并及时反馈给学生。为了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只能因材施教，对不感兴趣的同学

及时发现他们的优点，哪怕是很小很小的进步都提

出表扬；对有新的实验设想的同学要激励；对敏感、

自尊心很强的同学，时刻注意教学语言，避免产生

不良情绪。在每次点评实验报告时，从不同侧面，

表扬不同的同学。他们说，“感谢老师，在实验课

上我又恢复了自信，我不能再放弃自己了，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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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努力⋯⋯”；“您的点评是我们的动力，‘认真’在

我们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刘老师要求我们对

实验结果分析原因，还积极鼓励我们设计新的实

验，这种做法大大活跃了大家的创造性思维，带给

我们无尽的启发，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遇到实

验就叹气，而是迫不及待，觉得终于可以一展身手

了”；“通过生化实验课，我记住了两个字——思

考；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想一想为什么”。有一个

班级的学生是西藏的定向生，他们害怕别人瞧不

起，实验课程结束后，有的学生对我说，“在您的课

堂上，我丝毫觉察不到我们是一群去西藏的人”。

慢慢地，他们从刚开始做实验的应付变成后来的主

动参与实验的设计和改进，教学效果越来越好。

4．改进考核制度，促进学生学习成效的提高

为了使学生重视实验课的学习及动手能力的

培养，我们改进了考核制度。将以往单一以实验报

告成绩为依据的传统考核方式改变为综合考查学

生实验能力的考核方式，可以科学合理地评价学生

的实验理论及操作技能，达到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的目的。实验总成绩中，平时实验占70％、实验操

作考核占20％、笔试占10％。其中平时实验除了

考查学生的实验效果、所写实验报告的规范性外，

还着重考查学生的分析讨论部分，对于有独特见解

或有创新思维学生的实验报告，给予“综合分析讨

论附加分”加以鼓励。这有利于学生的观察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

高。实验操作主要考察学生每次实验过程中的操

作能力；笔试则是针对生化实验的基本原理、常用

技术、实验结果、注意事项及综合应用等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既注重检验学生的实验掌握情况，也检验

学生的实际应用、综合思维的能力。学生笔试结束

后，都说笔试是对生化实验的再次回顾，看到的每

个问题，都能联想到当时做实验的情景。

5．增加综合性实验的比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为了通过生化实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我们结合科研的实际工作，在

实验教学改革中着力加大了综合性实验的开设【2 J，

使生化综合性实验比例由原来的11％提高到现在

的39％，将来还要提高到59％。实验的选取原则是

依据实际应用较多、与科研相关、具有实验基础的一

些综合性实验，如牛乳中酪蛋白的制备是以酪蛋白

等电点的测定为基础的；从不同生物材料中提取有

生物活性的基因组DNA与科研密切相关。综合性

实验的开设，使学生对生物大分子的分离、纯化、鉴

定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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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探究
张纪莹

(天津师范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天津300387)

摘要：本文从实验教学的作用，重点阐述了为适应素质教育发展，培养创新人才而对实验教学方法

进行改进的探索。

关键词：素质教育；实验教学；创新能力

1．实验教学的作用

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以来，每一个科学的理论无一

不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的。在实验室，学生们可学

到前辈科学家的思维方法、观察方法、工作习惯，养成

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素质，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敏锐的观察力。在从实验前

准备，实验中观察、操作和与人合作，实验后总结分

析、归纳总结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信息收集

和处理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协作和社会

活动能力等。通过实验的挫折或失败，可锻炼学生探

索进取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通过实验的成功，又

可激发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对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动手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实验室，学生通过实验，进行科学的验证和

探索，可使学生品格、知识、能力和身心素质各方面

得到极大锻炼。因此，实验室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改进实验教

学，培养出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具有

创新能力的人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

2如何改进实验教学，适应素质教育发展，培养创新人才

2．1．改革实验教学体系，为推行素质教育奠定基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越来越多地需

要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为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学

科间必须加强联系，相互渗透，形成学科间的交叉融

合。实验教学改革应摆脱理论教学的束缚，自成体

系，形成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并重的局面。一方面，

实验教学的理论根据来源于理论教学，另一方面，实

验项目的制订、实验方法的选择，又应该是独立的。

应制订一套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的实验大纲

和教务管理方法。包括系统培养计划及其考察评价

方法，调整理论课和实验课的课时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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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的培养。

6．结语

本年度生物化学实验教学结束后，学生们普遍

反映在实验过程中，既学会了生物化学实验基本知

识、方法和技术，又改变了过去在实验中只知是什

么不问为什么的思维方式，自己能够积极主动地思

考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

样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实验现象而不是那样的

实验现象，能够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

验中去，预测正确实验结果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

题，自觉改正实验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操作。更愿意

向实验指导老师提出问题，交流自己在实验中的各

种体会，并且能够对实验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实

验操作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实验思维方式、实

验设计等综合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一个以

前不爱学习的同学在一次实验的报告中写道：“这

个学期的实验快要结束了，我非常感谢刘老师，她

从放大镜下找我们的优点，使我们对实验越来越有

积极性；养成了严谨的作风、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样既

达到了教学目的，也培养了学生科研兴趣。作为从

事民族高等教育的教师，看到学生的学习的感言，

深感欣慰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教师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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