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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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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课程的教学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教师应尝试将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有效融合

起来，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这不仅响应了国家号召，还提出了解决方案。教师通过构建线上线下互动平台，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

的深度融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实验技能，为培养具备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的人才提供了新路径。为此，本文简述了混合式教学

模式内涵，列举了具体的网络教学平台，提出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路径，并设计了具体的应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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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部连续发布多项关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

教学模式创新的通知与指导意见，强调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此背景下，分子生物学作为

生命科学领域的核心学科，其实验技术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显得

尤为重要。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复杂且精细，传统课堂教学往往

受限于时间、空间及资源等因素，难以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

需求及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基于此，教师有必要积极探索分子

生物学实验技术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此来提升教学质量、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具体来讲，教师通过整合线上资

源的丰富性与便捷性，线下实验的直观性与操作性，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资源、多样的体验，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为其未来科研与职业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如何在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课程中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是当前教师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将为这一议题展开

深入探究。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内涵简述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影响着各行各业，并且驱动着各

个行业朝着信息化、现代化的方向建设发展，而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其中可以通过灵活运用先进技术、平台来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

育发展。基于互联网背景下，分子生物学教师需要在保持原来教

学优势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网络平台开展教学，构建混合式教学

模式，从而能够从现实与虚拟中共同引导、启发学生。混合式教

学模式指的是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彰显学生的主体

地位，并尝试将网络教学模式与线下教学模式有机融合起来，以

此来拓展教学范围、丰富教学资源，最终能够实现课程教学与课

外教学的有效结合，最大化地发挥课程的育人作用，为学生提供

高质量的教学服务。高校开展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课程有着实

验性、技术性、创新性以及综合性的特征，为此，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高校教师便可以借助现代化教学技术优势来完成课堂教学

创新，比如利用微课、钉钉、虚拟仿真平台以及相关教学 app 来

开展线上教学，促使学生能够自主、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二、网络教学平台的构建

（一）钉钉在线平台的精细化构建

钉钉（DingTalk），作为一款集办公、学习、管理于一体的

综合性应用程序，凭借其强大的功能性与灵活性，迅速成为众多

高校线上教学的首选平台。首先，教务管理人员建立课程班级

群，并细致筛选与邀请任课教师与学生加入，确保教学环境的纯

净与高效；并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安装指南，引导师生快速完成钉

钉 App 的下载与安装，并顺利融入课程班级群，形成紧密的学习

共同体。然后，教师需进行教学资源推送和学习任务布置，并确

保内容的丰富性和结构的合理性，将实验相关的教学大纲、讲义

PPT、课堂教学视频及教师演示实验视频等多元化教学资源，推送

到课程班级群。同时，教师需精心设计预习任务，鼓励学生提前

了解实验原理，借助虚拟实验室平台进行模拟操作，以达到预习

效果的最大化。最后，教师需充分利用钉钉平台的数据分析能力，

实时监测学生学习动态，精准把握学情数据，从而针对学生在预

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集中解答与个别辅导。

（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创新应用

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高校教师可以构建一体化分子生物

学虚拟仿真实验室，该平台深度融合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

互等前沿技术，打造出一个高度沉浸式的实验学习环境。课前，

学生能够在虚拟世界中预先探索与实验，从而掌握精密仪器操作

技术，分析实验原理与步骤，为线下课堂的高效学习奠定基础。

这样，不仅极大地节约了宝贵的课堂时间，更激发了学生对分子

生物学实验技术的浓厚兴趣与探索欲。课后，虚拟仿真平台更成

为学生复习巩固、深化理解的得力助手。学生经过多次试验练习，

能够精进自己的实验技能，还可以深化对实验原理的理解。该平

台不仅拓宽了实验教学的时空边界，还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三）打造多元协同创新平台

一方面，构建在线学习生态，利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与雨

课堂融合，打造两门专属 SPOC 课程《分子生物学》与《Molecular 

Biology & Clinical Biochemistry》。课程内嵌入短视频、深度讨论与

单元测试，并开放丰富拓展资料与成果展示区，设立互动答疑，

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潜能。另一方面，优化实验教学环境，构建生

化分子实验教学新平台，设计多维度教学模块，融合辩论、角色

扮演、情景模拟等创新教学法，营造沉浸式学习氛围。以小组协

作为核心，推进递进任务挑战，强化实践应用与团队协作，促进

学生从“学”到“思”“悟”至“行”的全面转化，提升复杂问

题解决能力与综合素质。

三、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路径

（一）课前环节

第一，设计预习任务。在分子生物学实验课程的混合式教学

中，课前预习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教师需提前 3—5 天，将精心准

备的教学资源，如教学大纲、实验讲义、PPT 课件、教学视频及

演示实验视频等，上传至网络教学平台（如钉钉课堂、微信群等），

确保学生能够便捷获取。预习任务应明确具体，包括观看视频、

完成预习作业及参与虚拟仿真实验等，旨在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初步掌握实验技能。第二，构建反馈机制。学生在完成预习任务后，

可借助线上平台分享学习心得，提出疑问或建议，这样，能够促

进学生之间互动，同时增强班级学习氛围。此外，教师则需定期

查看学生预习情况，对表现优异的学生给予正面激励，对未按时

完成预习的学生进行温馨提醒，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跟上学习节奏。

第三，评估预习效果。教师通过分析线上平台数据，能够直观了

解到学生的预习进度、作业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难点，从而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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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调整课堂讲授重点，提高教学效率。此外，教师还应鼓励

学生分享预习中的收获与困惑，进一步加深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为后续的实验教学奠定良好的情感基础。

（二）课中环节

第一，精简讲授，聚焦重点。教师简要概述实验原理、材料、

仪器及步骤，重点聚焦于实验的难点与关键点，如质粒 DNA 提取

中溶液Ⅲ复性时间的控制原理、PCR 实验中对照设置的重要性等，

确保学生深刻理解实验精髓。第二，问题导向，激发主动。教师

要求学生带着疑问进入课堂，这种“问题式”学习模式能够驱动

学生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索。教师针对学生的疑惑进行细致解

答，鼓励学生提问与讨论，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主动性。第三，实操指导，即时反馈。教师组织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操作，通过实际操作巩固理论知识、提升实

践技能。在小组教学中，学生之间能够进行思维的碰撞和知识的

共享，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

与问题解决能力。

（三）课后环节

第一，虚拟实验与自主学习相结合。教师要求学生依托虚拟

仿真实验室进行反复练习，以此来深化他们对实验技能的理解与

掌握。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自由安排时间观看

教学视频，巩固课堂所学。第二，作业与自测双重检验。教师通

过线上平台布置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完成线上自测。之后，教师

可以利用系统自动判分功能来评分，从而了解到学生存在的知识

盲区。第三，实验报告撰写与反馈循环。教师需批改学生撰写的

实验报告，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还可以不断

完善报告。与此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作业、报告及测验结果

进行教学反思，持续优化教学策略。第四，在线测验与数据分析。

教师应构建“线上 + 线下、理论 + 实验、个人 + 团队”综合评价

体系，多维考查学生的学习成效。同时，教师可以依据反馈内容

来调整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有效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促

进学生实践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路径——

以“质粒 DNA 的提取”为例

（一）课前准备环节

首先，教师需要充分准备教学资源。教师应上传“质粒 DNA

的提取”课程的教学大纲、讲义 PPT 以及教师授课视频至教学平

台，其中应加入多元融合案例，包括诺贝尔奖与生化、生化学家

故事、新药研发进展、科研文献分享和医药热点话题等。这些资

源的准备不仅要全面覆盖实验的理论基础、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还要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以便学生能够清晰理解并掌握

知识脉络。然后，学生利用这些教学资源进行预习。学生需在线

获取预习资料，认真阅读教学大纲、讲义 PPT，并观看教师授课

视频。通过预习，学生需了解实验的基本原理、步骤及实验目的，

对实验过程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其次，教师发布预习任务。预

习任务应聚焦于实验的关键点，如了解碱裂解法提取质粒的原理，

并在虚拟实验室平台上进行模拟实验操作。学生需完成各项预习

任务，登录虚拟实验平台练习，了解实验流程及注意事项。同时，

学生还需发布预习思考，反馈自己在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溶

液 I、溶液Ⅱ和溶液Ⅲ的作用是什么？”等。最后，教师在线查看

学生预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并对学生反馈的问题进行整理和分析。

这样既能及时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又能为后续的课堂教学做好

准备。

（二）课中授课环节

首先，教师简要讲述实验原理和方法，重点讲解实验中的重

点和难点。通过讲解，帮助学生巩固预习知识，理解实验中的关

键环节和操作步骤。然后，教师集中解答学生预习中遇到的普遍

问题。例如，针对“为什么加入溶液后要立刻轻轻混合，不能剧

烈振荡，且时间不超过 5 分钟？”等问题，教师需给出详细解答，

帮助学生解除疑惑。其次，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应做好个别辅导，引导并纠正学生的不规范操作，帮助他们

解决实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结合实际情况调控实验进度。

同时，学生则需认真开展实验，以小组为单位来讨论分析实验现

象和结果，并根据教师的意见及时改进实验操作。最后，教师总

结实验过程和结果，指出各组普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移液枪

使用不规范、质粒 DNA 得率低或纯度不高等。

（三）课后巩固环节

首先，教师发布课后作业和实验报告要求。作业和实验报告

应聚焦于实验中的难点和重点，如提出质粒或质粒得率较低如何

解决、如何提高质粒纯度等问题。学生需认真完成作业和实验报告，

巩固所学知识。然后，学生完成虚拟仿真实验。虚拟仿真实验能

够模拟真实实验环境，帮助学生加深对实验过程的理解和掌握。

学生需在线上完成虚拟仿真实验，并提交实验报告。其次，教师

线上批改学生的作业和实验报告，从中发现问题并进行反馈。同时，

教师还可在微信平台上发布测验内容，学生在线完成测验并提交

答案。教师查阅答案后给出解析，帮助学生查漏补缺。最后，教

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实验报告和测验结果进行总结和反思。

通过总结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优化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

同时，鼓励学生根据实验结果和测验结果查漏补缺，弥补知识上

的不足，巩固所学知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素质教育改革视域习，高校分子生物学实验

技术课程教师需探寻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其中可以

基于钉钉在线课堂、微信课程平台和虚拟仿真实验室来构建新型

模式，旨在打破时空限制，拉近师生巨鹿。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教师不仅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同时，还应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王丽莉，李一婧，田大维，等 . 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

教学实践效果评价——以分子生物学课程为例 [J]. 科教导刊，2023

（20）：42-45.

[2]	李嘉欣，刘畅，丁晶鑫，等 . 食品分子生物学多维度立体

式 " 线上 + 线下 "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J]. 卫生职业教育，

2022，40（22）：79-82.

[3]	宋静静，龚斌，彭春艳，等 . 浅谈混合教学模式在《分子

生物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生物制药专业为例[J].大众科技，

2022，24（10）：137-139.

[4]	刘丽莉，于辉 . 基于 MOOC+SPOC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

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探索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电子

版），2020（016）：18-19.

[5]	肖长生，张蕾，齐小琼 . 校本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

革与实践——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分子生物学实验课程为例 [J]. 中

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4（4）.

[6]	刘丽莉，于辉 . 基于 MOOC+SPOC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

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探索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

刊），2020（06）：23-24.

基金项目：《新医科背景下多元融合培养模式研究 --- 以《分

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为例 》（项目编号：SDYJ202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