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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桑分子遗传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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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等突发状况对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考验。本文针对传统教学模式在应对新冠等突发事件上存

在的欠缺，提出《蚕桑分子遗传学》课程授课的应急方案，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完善教学体系，激发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为蚕桑业高水平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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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高层

次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的基础，

也是高等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高校结合

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需要制定更科学的课程体系，加大力度进

行课程建设，同时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教学环境的变化

[1]。

1 疫情防控时期应急手段教学方式与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模式转换的必要性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为了

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学生不能返校，所有春季学期课程均

采用线上教学模式进行，然而目前高校大部分课程都是课堂

授课，线上教学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手段，大部分课程和课程

组成员准备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授课水平，教师和

学生普遍反映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在疫情防控还未明朗之

时，同时也为了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授课方式的改革势力在

必行。经过调研和讨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是一种非

常适合应对突发状况的教学模式。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蚕）专业是专门培养蚕桑业拔尖创

新人才的特色专业，围绕蚕这一经济、模式昆虫的饲养和研

究技术，目前已经形成了交叉的多方向性的研究领域。《蚕

桑分子遗传学》为特种经济动物科学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学位课，探索该门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将对培养蚕桑

高水平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 《蚕桑分子遗传学》是一门基础理论与现代分子

生物学技术相结合课程

我国是世界蚕业的发源地，缫丝织绸、野蚕驯化、栽桑

养蚕，皆起源于我国。1926 年山西夏县出土的半个蚕茧，将

我国的蚕业历史追溯到 5000年前，而有文字记载的养蚕亦

在二千多年前。公元前十二世纪，我国蚕种和养蚕技术传到

了朝鲜，又从朝鲜传到了日本，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开

拓后，丝绸服饰，引起世界各国的爱慕和对养蚕发生了极大

兴趣，加速了蚕种和养蚕技术的传播[2]。蚕丝文化也成为了

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对中国及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在长期的蚕业生产实践中，我国人民通过自然选择和人

工选择逐渐发展形成了丰富的家蚕品种资源，与此同时，家

蚕育种和遗传的研究逐步孕育和萌芽[3]。自 1931 年日本家蚕

遗传学家田中义麿发现素蚕与黄血基因连锁以来，家蚕连锁

群分析已有百年历史。1953年，英国物理学家 Francis Crick

与美国遗传学家 James D. Watson合作发现了 DNA 分子的双

螺旋结构，打开了分子遗传学的大门。家蚕这一重要的经济

模式生物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2003年，美国

《Science》杂志刊登了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框架图，时隔 10

年，西南大学又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在线发表

了桑树全基因组测序成果，标志着蚕桑分子遗传研究进入新

时代。

3 《蚕桑分子遗传学》线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的探索

《蚕桑分子遗传学》主要讲授的内容包括基因组、起源

与分化、蚕种质资源学、基因家族分析、性状遗传分析、经

济性状关联基因分离与鉴定、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即包

括了蚕桑基础遗传学相关理论，又包含现代分子遗传学相关

知识，同时进一步增加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蚕桑分子遗

传学方面应用的内容，每章内容即要让学生掌握基本原理与

方法，同时要了解其在蚕桑分子遗传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传

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采用板书或多媒体课件或二者相结

合的线下面授，疫情之下，大多数课程采用 MOOC课、腾讯

会议、智慧树或学校的网络平台等线上授课。与传统的线下

授课相比，线上教学方式更多样，方法更便利，与传统的固

定时间和地点的线下教学相比较，课程教学更灵活，但随着

教学进度的推进，线上教学也表现出一些弊端，如学生与老

师互动不及时，缺乏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和思想的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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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老师无法完全把握一个班级全部学生的听课质量等。随

着线上课程的普及，学生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学生听课积极

性降低，出现了很多挂网现象。因此，将传统线下教学模式

与线上教学模式进行融合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改革

势在必行，取长补短，探索一条适合《蚕桑分子遗传学》的

授课方式。

3.1 完善教学内容、提升课件质量

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不断应用于传统遗传学领域，分子

遗传学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而蚕作为主要的模式昆虫，蚕

桑分子遗传学更是走在了该领域的最前沿，因此，《蚕桑分

子遗传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大纲内的教学内容，要及

时将新的技术和发现传达给学生，教学内容每年都要进行更

新，不断的提升课件质量，让学生及时了解本领域最新的发

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

3.2 线上/线下教学

网络上优质教学资源比较丰富，如慕课、微课、雨课堂

等，尽管没有《蚕桑分子遗传学》这门课程的网络资源，但

网上有很多关于分子遗传学、普通昆虫学、基因组学等在线

课程，课程组成员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线上优质教学资源，

充实教学内容，弥补传统教学不足；教师在进行线上教学时，

可以通过分享屏幕的方式播放幻灯片和教学视频，也可以直

接点开与课程相关的链接，进行操作演示，如第一讲-基因组

学，可以直接链接到家蚕基因组数据库 silkDB

（https://silkdb.bioinfotoolkits.net/main/species-info/-1）进行

现场操作，讲解家蚕基因组测序策略及数据库分析使用方

法；线上课堂提出问题、留作业，线下让学生以 PPT或现场

演示的形式展示作业完成情况等。

3.3线上/线下管理

教师在各平台进行线上教学时，可以利用平台中签到的

方式进行点名，这样可以实时了解班级学生的出勤、迟到以

及缺勤情况；线上随时进行提问，调动学生积极性，防止“挂

网”现象的出现，提高授课质量；线下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讨

论，教师也可以与学生进行面对面地讨论，增加与学生互动

的频率和时间，积极引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教师也可以线

上答疑解惑，让学生对自己所学内容进一步查漏补缺。

4 教学效果与评价

学生的出勤情况占 10%；线上增加学生讨论，让学生唱

主角，根据每次讨论的表现，让学生互评成绩占 10%；鼓励

学生自己找文献并将文献阅读心得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分享

给大家，让学生打分占 10%；线上作业完成情况由教师进行

评价占 10%。以上评价结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期末考试为课程论文+开放性试题方式，充分考查学生

对本门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占总成绩的 60%。

蚕业起源于我国，蚕丝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丝绸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张名片。蚕桑业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为蚕桑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而课程

建设又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疫情等突发状况对传

统高等教育教学方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蚕桑分子遗传学》

为特种经济动物科学专业的学位课，探讨该门课程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模式，对蚕桑专业高等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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