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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教学法在蛋白质化学课程中 
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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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eminar 教学模式实质是一种研讨式的教学模式。我们将Seminar 教学引入蛋白质化学课堂教学中，探索
研究生教学改革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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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学现状分析
按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学生难以领略当前蛋白质

研究的热点——蛋白质组研究的概念、思路、范围和技

术策略，难以达到理论基础知识的“宽、厚”目标，从

而制约了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原有的教学

模式忽视了学生差异性及个性化需求，忽视了学生课堂

自主活动，无法激发学生自主参与意识，这就导致学生

的自学能力差，专业阅读量较少，理论不能与学生产生

互动联系，严重影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终身学习

能力的培育。此外蛋白质化学部分知识晦涩难懂导致学

生普遍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率低。

2  Seminar 教学法在蛋白质化学课程中的建立

2.1 选择合适的案例
Seminar教学主题应根据教学内容、学生主业特点

进行选择。在蛋白质化学这门课中，我们针对蛋白检测、

蛋白质互做分析、蛋白质修饰分析作为 Seminar 教学

主题。

2.2 课前准备
学生每两人一组，课前两周发布 Seminar主题。每

组可根据主题的方向，选择具体的案例，每个案例不少

于 2篇英文文献。例如针对蛋白质检测的技术，学生可

选择 western blot，那么这组同学可根据具体的文献讲述

WB 的功能及应用范围。在上课之前要完成文献查阅、

资料整理、PPT制作、确定发言人等工作。

2.3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环节可分为主题介绍、学生汇报展示、交

流讨论、总结四个环节。交流讨论环节是重要的教学环

节，在此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充分引导学生思考并进行

深入讨论，鼓励有想法的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另一方

面要把握好节奏，掌控讨论的方向及进度。总结环节应

包含点评、总结两方面内容。教师应对汇报小组的准备

《蛋白质化学》生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一门重要

的专业课。蛋白质在生物体内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

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生命活动过程。近年来，随着人类蛋

白质组计划的推进，蛋白质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体现在更宽、更深的研究内容及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上。

除了要求学生掌握蛋白质组研究的概念、思路、范围和

技术策略等方面的内容，如何培养学生独立探索、科研

创新能力是蛋白质化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的重点。

Seminar 教学模式实质是一种研讨式的教学模式，学

生围绕老师指定的问题，提前准备、课堂讨论，一方面

发展学术自由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让

学生掌握特定知识。目前 Seminar 教学法已作为素质教

育的有效方式被国外大学广泛应用。该模式通过开设专

题、文献讨论，为学生提供一个多角度多层讨论的平台，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鉴于此，我们课程组在研究生蛋白

质化学课程中采用 Seminar 教学模式，旨在蛋白质化学

课程体系改革中，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及综

合能力。

1  蛋白质化学课程特点与教学现状分析

1.1 蛋白质化学课程的特点
（1）内容多，范围广。涉及蛋白质的结构、功能与

相互作用；蛋白质的修饰、表达；蛋白质、酶的分离、

纯化；酶的提取及相关生产工艺；酶工程、蛋白质工程

等一系列内容。

（2）难度大。主要体现在，相关的技术原理掌握难，

理论与实验联系难。

（3）内容更新快。在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持续推进的

大背景下，蛋白质研究领域在其深度、宽度及技术手段

上都以极高的速度向前发展着，但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

转化为教材内容却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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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知识储备、答疑情况，对其他小组提问、质疑、

发表观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点评，并明确提出该发扬的

地方及指出应该改进的地方。最后总结本次课的教学目

标、重点、难点。

3  教学效果评价

我们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Seminar 教学在蛋白质化

学课程中的应用进行教学效果评价。共发放调查问卷 50

份，回收 50份，全部有效。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3.1 Seminar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 Seminar 教学在自主探究能力、

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增进生生互动等几个方面的

认可度达到 90%以上。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

的主体，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收。通过 Seminar 

教学模式的实施，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过程由被动转变为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提升。此外，在阅读

文献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去学习拓展课程以外的知识，

这样使得课程知识的深度及广度都得到了延伸。

3.2 分析问题和科研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的权威性被过分强调，教

师的思维模式强加于学生，课堂上学生主动发言少，思

考机会少，严重阻碍了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而 Seminar 

教学就是强调学生课前要自主学习、思考、分析问题、

整理问题；课堂上汇报、讨论交流、发表观点、提出质

疑，这种开放自由的学习氛围有利于提升学生分析问题

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综上，Seminar 教学法在蛋白质化学中的应用，对学

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提高，自主

探究能力的提升，科研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等方面起

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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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 Seminar教学效果评价表

调查项目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激发学习积极性 48/50 2/50 0

自主学习能力 47/50 3/50 0

提升自主探究能力 45/50 5/50 0

提升阅读文献能力 50/50 0/50 0

提高团队合作意识 46/50 4/50 0

加强知识点的掌握 47/50 3/50 0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45/50 5/50 0

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46/50 4/50 0

培养创新思维 47/50 3/50 0

科研的批判精神 50/50 0/50 0

提升分析能力 50/50 0/50 0

加强师生互动 47/50 3/50 0

Seminar教学的满意度 49/50 1/5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