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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殖生物学与医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研究生专业选修课。该课程的开设直面人民

生命健康和国家“健康中国2030”战略，在我国人口数量降低与不孕不育率飙升的社会背景下，其教学

与科研引领兼具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在构建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时代要求下，我们在充分发挥

专业课程育人功能、挖掘课程专业深度、传授学生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强化学生科学素养和打造专业教

师队伍等五个方面大胆探索积极推进课程改革。课程教学不但传授了生殖生物学与医学专业知识，而且

激发了研究生的爱国情怀，培养了其科学研究能力，更对其进入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发挥了引领与促进

作用。文章结合教学实例对《生殖生物学与医学》研究生课程改革的设计理念与方法探究进行了总结，

以期为教学同道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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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roduction and Medicine” is a specialty elective course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is course serves people’s lives and health as well as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a de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an 
increase in the infertility rat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Reproduction and Medicine” have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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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high-quality graduate educa-
tion system, we performed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focusing on the educa-
tional fun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2) exploring the professional depth of the course, 3) teach-
ing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for students, 4) cultivating students’ literacy of science, and 5) 
building a professional teaching team. This curriculum reform not only teaches professional know-
ledge of “Reproduction and Medicine” to students but also inspires their patriotic feelings, culti-
vates their research ability, and promotes their scientific work. Combining teaching examples, we 
summarize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metho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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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2022 年我国人口正式开启负增长，育龄人口数量也将呈现下降趋势[1]。
另一方面，我国的不孕不育率持续上升，2019 年升高至约 16.40%，世界卫生组织已将不孕不育列为当今

影响人类生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2]。随着我国三胎等鼓励生育政策的推出，人们对辅助生殖治疗等医

学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健康中国 2030”和“人口数量降低与不孕不育率

升高”等复杂社会背景下，生殖生物学与医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价值，将为逐步解

决不孕不育等难题提供重要的支撑。 
目前，我国开设生殖生物学与医学相关课程的高校很少，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事生殖生物学与医学教

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专业教师队伍[3]。《生殖生物学与医学》课程是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研

究生专业选修课，作为遗传发育方向的主要课程之一，肩负着传播生殖生物学与医学专业知识的重要职

责。授课教师师从我国著名生殖生物学家刘以训院士，研究生期间系统地接受过生殖生物学与医学专业

知识的培养。授课教师实验室一直从事精子生物学和男性不育遗传学方向的科学研究，近年来在生殖生

物学与医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研成果，发表在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Science Advances、
eBioMedicine 和 Cell Reports 等国际主流期刊上，获全国妇幼健康科技奖自然科学二等奖。因此，授课教

师具备将教学与科研有机融合的条件，不但拥有生殖生物学与医学扎实的学识，而且能够将实验室最新

科研成果带进课堂。 
《生殖生物学与医学》课程包括原始生殖细胞、精子发生、卵泡发育、受精、着床与胎盘、早期胚

胎发育、生殖内分泌学、环境与生殖健康、不孕不育遗传诊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遗传病防控等十余

讲专业内容。在教学实践和学生调查问卷中，我们意识到该门课程尚需开展深入的教学改革，以期进一

步提高教学效果和教育水平，归因如下：1) 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尚需提高：思政教育是全方位育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了将研究生培养成为心系国家社会发展的专业型人才，除了思政课程之外，专业课也应肩

负起课程思政的重要使命；2) 培养研究生科学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力度与举措尚存在欠缺：过往研究生课

程多为教师单方面讲授，对研究生科学思维的养成、研究方法的传授、学术报告和交流能力的培养等方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2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苏仁 
 

 

DOI: 10.12677/ae.2024.142224 1449 教育进展 
 

面存在不足；3) 教学团队的建设尚需加强：任何一名教师的专业知识都有“边界”，不足以对一门课程

所有内容都做到精通，因此需要完善教学团队或聘请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个别章节的讲授，

做到“专业的人讲专业的课”。 

2. 课程改革的内容与实践经验 

结合教育质量问卷调查、教学体会和国内同类课程调研，我们制定了课程改革方案并重新撰写了课

程大纲。课程教学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引入了科学研究方法介绍以及文献阅读和研讨课，将课程思政元

素和科学结论背后的原始文献介绍有机融入相应章节，摒弃传统考试模式而采用文献汇报考核(图 1)。课

程教学改革实践达到了预期效果，同学们除了掌握生殖生物学与医学专业知识之外，还初步养成了科学

思维的习惯、掌握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能够高效地阅读学术文献，对于今后从事课题研究发挥了推动作

用。本项课程改革是向着高水平研究生教育迈进的一次大胆尝试，现将实践经验与体会总结分享如下，

以期为教学同道提供参考与借鉴。 
 

 
Figure 1. Six attempts of this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roblems and measures 
图 1. 本项课程改革的六点尝试及其对应的问题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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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挥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硕士研究

生毕业后多继续从事博士研究生阶段的科学训练，或走向全国初高中生物教学第一线。硕士不仅需要具

有广博和相对深厚的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心系祖国和社会发展，让个人奋斗汇入国家发展洪流。总

书记要求“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和全

方位育人”[4]。研究生专业课程的授课需要结合专业特点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将课程思政有机

融入课堂教学建设。 
《生殖生物学与医学》课程蕴藏着丰富的科学史故事，比如华人科学家张明觉先生发现“精子获能”

现象、香港中文大学卢煜明发明“无创 DNA 产前诊断”技术、北医三院张丽珠带领科研团队诞生了中国

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等。我们挖掘并提炼了数十个科学史故事并配合视频和采访等多媒体教学手段，

有机融入了相应章节的教学中。课程中引入这些中国科学家的奋斗故事，让研究生了解学科发展历程的

同时，也能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在润物细无声中收达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效果。 

2.2. 挖掘课程专业深度，讲述科学结论背后的原始文献 

研究生在大学期间经过生物学课程的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是接触科学研究的机会

并不多，对科学结论的认知仍停留在“死记硬背”的阶段，对科学结论的“来龙去脉”(是如何通过实验

得出结论)并不了解。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应从教师单向知识输出过渡到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科学问题。 
在教学改革中，我们特别重视对科学结论背后原始文献的介绍。例如，Izumo1 和 Juno 是发现的第一

个精子和卵子质膜上的配体受体蛋白对，它们的相互作用是精卵融合所必须的。我们除了介绍这个精卵

融合的结论，特别介绍了 Izumo1 和 Juno 的发现历程和主要实验证据。2005 年，Inoue 等首次克隆了一

种新型免疫球蛋白家族成员 Izumo1 (以日本婚姻神殿命名)，并发现 Izumo1 基因敲除小鼠雄性不育，其

精子发育正常但是无法与卵子融合完成受精。2014 年，Bianchi 等人通过 Izumo1 探针筛选到了卵子表面

的识别受体——叶酸受体 4 蛋白(Folr4，后以罗马婚姻女生“Juno”命名)，Juno 基因敲除小鼠雌性不育，

其卵子无法与精子融合完成受精。拓展课程专业深度符合研究生高水平培养的要求，不但使同学们对知

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而且有助于其形成科学思维与创新精神。 

2.3. 授之以渔，教会学生科学研究方法 

调研发现，较大比重的研究生(及其导师)认为研究生一年级课程设置繁多，而且不能较好地将专业课

程所学应用到实验室科研工作中，即使学会了专业知识，并不知道如何借鉴到自己的课题中。本门课程

选课学生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涵盖了细胞生物学、遗传发育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化学等多个方向)，大部分

同学并不直接从事生殖生物学与医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因此，本门课程除了讲授生殖生物学与医学专业

知识，更重要地是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与教授通用的研究方法与手段。 
授课教师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详细讲授了如何利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和筛选方法从

家系中鉴定到致病基因突变、如何制备抗体或利用报告基因动物模型研究蛋白表达与动态变化、如何构

建基因敲除和点突变动物模型来揭示候选基因的生理功能、如何探究基因突变对蛋白功能影响(发病机理

的揭示)，对常用的电子显微镜技术等内容亦有详细阐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会学生科学研究的

方法，有助于将课堂所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课题中，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2.4. 引入文献阅读与研讨课，加强对研究生科研思维的培养 

前期在教学与科研日常中发现，研究生阅读英文文献的水平尚有待提高，大部分研究生对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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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科研论文的结构与布局、关键实验证据的提取、实验证据是否支撑结论的评判等方面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不足。鉴于此，本门课程引入了几堂文献阅读与研讨课。 
授课教师立足生殖生物学与医学研究领域，对阅读与研讨的文献进行了精心选择，既包括经典高水

平之作，又有存在一定缺点的文献。课前将文献发给同学们提前学习。讨论课中，授课教师带领同学们

对比分析各篇文献的优缺点，从科学问题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与准确性、实验证据

的充分性与支撑性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讨。文献阅读与讨论课的引入提高了同学们对科研文献的理解

水平，增强了学术鉴别能力，以便按照经典高水平文献的标准严格自己，并将所学应用到今后的科学实

验与论文写作当中。 

2.5. 采用文献汇报考核模式，培养研究生学术报告与交流能力 

虽然传统的考试模式便于对学生所掌握知识进行量化考核，但是研究生教育不同于高中应试教育和

大学普及化教育，应侧重于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与考查。鉴于此，我们采用了文献汇报的考查模式，

每组同学选择一篇与课程相关的专业文献提前准备并进行 10 分钟的报告和 5 分钟的问答。授课教师主要

考查学生是否具备科学思维和批判精神、是否能够高效阅读并读懂专业文献、是否可以提炼出重要的实

验证据、是否具备开展学术报告所需的幻灯片制作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是否善于与老师和同学展开学

术交流与讨论等。 
文献汇报的考核模式绝非比闭卷考试容易，相反是对研究生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授

课教师课程改革效果的评判。根据国家对研究生人才的需求和专业培养目标，我们通过创新考核模式，

促使同学们从考试教育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激励研究生今后更加关注科学研究能力的提高，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和学生评价。 

2.6. 打造专业教师队伍，聘请专家教师讲自己的专业领域 

《生殖生物学与医学》课程可谓保罗万象，涉及到精子发生、卵泡发育、受精、着床与胎盘、早期

胚胎发育、生殖内分泌和辅助生殖技术等诸多细分领域。授课教师主要从事精子发生、受精和辅助生殖

技术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并未直接开展过卵泡发育、着床与胎盘、早期胚胎发育和生殖内分泌等方向

的科研工作，在这些章节的授课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无法把握该方向最新科研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短板。

因此，引入从事相关领域一线科学研究的专家教师进行相应章节的讲授显得尤为重要。 
在课程改革中，我们获得学院教学经费的支持，聘请校内外分别从事卵泡发育、着床与胎盘和生殖

内分泌的三位专家教师为研究生授课，保障了课程教学的高水平。《生殖生物学与医学》以外的其他课

程，大多存在授课教师无法一个人对课程所有章节都充分了解的情况，这时可以考虑将其他专家教师引

入教学团队或从校外聘请的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要杜绝每位教师讲授一章节的“拼盘式”教

学[5]，这样容易出现教学主线迷失的问题，也无法达成上述研究生教育改革效果。 

3. 结语 

在构建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时代要求下，为了有效提高研究生教学效果，我们系统分析了《生

殖生物学与医学》课程的学情及育人目标，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教学大纲，据此对教学理念、授课内容和

考核方式等进行了上述六点改革，经过实践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和育人能力。学生收获了生殖生物学与

医学专业知识，对课程的满意度有了显著提高，认为课程对科学思维的培养、科研论文的理解、实验技

能和学术交流水平的提升等均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课程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和与时俱进的过程，我们

意识到尚有很多需要改进与提高之处。例如，我们仅仅立足于本门课程，并将课程改革作为一项教学活

动或者教学设计来对待，对如何全面构建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展开的研究较少，这需要我们跳出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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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局限，开展全院研究生教学大讨论，以系统思维聚合力谋全局。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任重道远，

我们将利用好课堂全方位育人的主渠道作用，继续把立德树人和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水平融入教学改革

探索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教育和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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