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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类专业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制约生物类专业发展的因素，因此对生物类专业的学科教学改革已迫在

眉睫。在生物类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及就业需求影响下，对生物类专业课程进行模块化建设可以实现专

业内分领域教学，增强学生的就业与创新创业竞争力。同时，以模块化建设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增加学

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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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employment of biology major has become a factor restricting th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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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biology major, s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iology major is immin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demand of biology major students, the modular 
construction of biology major courses can realiz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employm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ular 
construction guides student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and increases the students’ choice of learn-
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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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站列出了因就业困难被亮红牌的全国十大专业名单，生物类现有专业的

几个主要的本科专业中名列有三，即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生物类专业的就业问题已成为影

响专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为适应社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更好地完成应用型本科院校生物

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与行业发展密切相联的应用型创新人才，生物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从根本上解

决发展瓶颈已势在必行。 

2. 学科现状 

生物科学是传统学科之一，而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是近年来新兴起的学科专业，三者都包涵着若干

二级学科领域[1]。例如，生物工程包括酶工程、蛋白质工程、糖工程、基因工程、发酵工程、胚胎工程、

组织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技术包括植物生物技术、动物生物技术、微生物生物技术、环境生物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组织培养、繁殖发育技术等。对应每个二级学科领域，都有一系列的专业课程设置，仅

仅通过有限的适应宽口径教学的本科培养方案是不可能涉及到这些二级学科下的专业课程。因此，系统

研究“生物科学、生物工程与生物技术本科专业设定下的分类培养体系”极为必要。同时，生物类专业

的就业问题也极为突出，在创新创业背景下的就业环境，学科建设应根据不同就业岗位需求进行相应改

革。 

3. 现存问题 

众所周知，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专业在至少 5 年时间里，一直被教育部列为红牌专业。

主要原因表现在：就业率低、专业知识体现不足、专业差别不明显、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以及缺乏就业

和自主创业的竞争力。然而，上述专业恰是生物类本科教育的核心专业。众所周知，生物技术专业是我

国生命科学的新兴学科，也是生命科学通向应用领域的桥梁学科。由于生物技术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重

大问题如粮食、健康、环境、能源等提供技术基础，它与计算机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

术等被列为高科技技术，被认为是 21 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目前生物技术最活跃的应用领域是生物医药

行业，被投资者看作为成长性最高的产业之一。这些相关行业多对高校就业学生的科学水平、实验技能

和实践经验都有较高的要求。为适应就业形势的发展，培养出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迫使我们对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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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业进行模块课程改革[2]。在学校大力开展课程和专业整合的新历史时期和新要求下，如何建设上述

专业，如何在创新创业的就业需求导向下，结合学校特色和自治区农牧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完成生物类

专业课程的模块化建设并且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意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4. 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专业现状，“基于‘生物技术+’的本科专业模块化教学”的提出极为必要。模块化教学进

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近些年来，在教育领域已经成为一种吸取发达国家成功经

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典范式教学方案。“模块化教学”是由若干个能够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教学板块组成

的教学模式，每个教学模块都是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的学习“单元”，将若干教学模块按照

一定逻辑进行选择与组合便形成了一门“课程”[3]。模块化教学的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能够实现以学生为本、以兴趣为导向，实现专业内分领域教学。在大部分学生缺乏自主性学习习

惯及能力的背景下，宽口径教学使得大部分毕业生千篇一律。通过模块化教学增加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

的选择性，以学习兴趣与就业方向为导向，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使大学教育更加贴近实际生产

生活。其次，能够创造就业优势，提高工作竞争力，提升就业水平。近年来，生物技术、生物科学和生

物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之所以被列入红牌专业，主要原因之一即为缺少就业优势，使得学生学习不精不深，

处于不上不下的状态。通过模块化教学，使学生具备宽口径下的生物科学类专业知识，同时在专业内某

一领域具有深入的学习实践，在就业取向和考研选择上提高工作能力与竞争优势。另外，践行“生物技

术+”可以助推学科特色建设。生物科学类专业属应用基础理论类专业，但更加偏向于基础理论，实践应

用性差。通过“生物技术+”，把我校农业和草原畜牧业的专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提升了专业内

涵，也助推了特色专业建设。生物科学类专业的基础理论性使它具备了“顶天”的潜质，“生物技术+”
使它具备了“立地”的条件。通过“生物技术+”，实现生物科学类专业与自治区农业和草原畜牧业专业

优势的有机结合，创建生物科学类专业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着力解决专业导向、就业择业与顶天立地

的系列教育问题。因此，通过专业模块化教学和“生物技术+”，可围绕学校和地方特色，服务于地区经

济建设。在生物科学本科专业基础教学不变的基础上，在大学三、四年级设立专业模块化教学模式。最

后，顶天立地，围绕专业和地方特色，服务地区经济建设也是学科建设的目标。 
基于目前的学科现状以及遇到的问题，应当在在宽口径教学基本要求的框架下基于生物科学、生物

技术和生物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所涵盖的专业技术领域，在原有的本科专业基础教学不变的基础上，在大

学三、四年级设立专业模块化教学模式。通过“生物技术+”，实现生物科学类专业与自治区农业和草原

畜牧业专业优势的有机结合，创建生物科学类专业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着力解决专业导向、就业择业

与顶天立地的系列教育问题。以“生物工程”专业为例，生物工程有较为宽泛的专业领域，涵盖了蛋白

质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生物医药工程、基因工程等十余个前沿性的专业技术领域。但

鉴于宽口径教学实际要求和受学时数的限制，不可能让学生深入学习这些领域，造成学生专业不精不深，

在就业和考研中缺乏选择性和竞争力，在工作和研究中缺乏创新性和自信心。因此拟在生物工程专业的

大学三年级上半学年以前，开展以宽口径为主的基础课程类的通识教学。在大学三年级下半学年以后，

根据学生兴趣和就业取向，结合毕业论文工作，使学生选择性的开展上述专业领域的模块化教学。根据

教师的科研优势，考虑到师资需求和班级容量，建议在生物工程专业设计三个模块供学生选择，即发酵

工程、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类推。在专业模块中，设立相对小的、环环相

扣的系列课程体系，如“植物生物技术”模块，设立植物分类与生物多样性、植物组织与解剖学、植物

生理学、植物组织培养、植物进化与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植物分子育种、农林草作

物生物技术(可具体到单一物种)等。每门课程学时控制在 12~24 学时以内，可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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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模块类推。 
此外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改进：首先，鼓励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是对

于专业素质的考查，是按适应职业岗位群的要求来确定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有针对性的提高

自身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实践能力水平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4]。其次，

完善学生模块学习的考核体制。应用型高校的教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第一位，结合专业模块课

程体系的建立，应改变以往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的考核模式，重点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水平。 

5. 总结 

专业模块课程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应用型院校面向社会需求开设专业、按照实践需要培养学生能力。

通过制定专业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活学活用的能力，实践证明专业模块的整合，教学效率高、效果好，

同时加强了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深

受用人单位欢迎，毕业生的就业率也逐年增加。生物类专业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具有极大潜力的学科，是

可以造福生命的学科。想要发展生物类专业仍需克服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继续验证与探索内蒙

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科的最优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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