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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版英文教材进行
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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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语教学不仅是我国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也对我国 21世纪的人才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实践及其教学效果调查, 针对对师范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提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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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4年秋开始, 我们选择美国英文原版 分子生物学  教材, 对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的本

科生进行双语教学,旨在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培养学生用外语获取专业知识、进行思维和交流的能

力,适应高等师范院校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三年来, 我们不断探索, 取得

了一些经验和体会。

1 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实践

1. 1 分子生物学  教学内容

分子生物学 (M o lecular B iology)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现象、生命本质、生命活动及其规律的科

学。作为发展迅猛的分子生物学,其函盖面非常广,与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等生命科学主干课程有

一些交叉。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将学习内容主要集中在从生物大分子的水平来阐述从 DNA到 RNA

到蛋白质的基因表达的重要生命过程,以及研究这些重要生命过程所使用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分子生

物学技术。

1. 2 分子生物学  教材的选择
从 2004年开始,我们以创新教育理念为指导思想, 对 分子生物学  教学进行大胆改革, 用双语

教学法来讲授 分子生物学  本科课程, 选用了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英文教材 Instant Notes in M olecular

B io logy ( Turner et a.l ) 分子生物学 精要速览。该教材具有条理清晰, 非常简明, 容易理解理解的特

点,而且此教材有中文译本,可以帮助学生快速准确获得信息,这对英文功底一般的学生无疑是一个

极大的帮助。2005年,选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分子生物学精要  , 并下载原版 GENE !  、 GENE

∀  相关章节置于本系分子生物学学习网站上作为参考书,也推荐中文版的 GENE !  、 GENE ∀  

参考。

1. 3 开展 分子生物学  双语教学的方法

1. 3. 1 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有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图文声并茂等优势,是我们 分子生物学  

一直使用的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中所播放的自制或下载的小动画和小电影能取得很好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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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既能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和注意力,也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记得牢固。

1. 3. 2 开辟 分子生物学 学习小组 课程刚开始时,当学生听到分子生物学要采用双语教学时,愉

悦与焦虑并存,畏难情绪也较大。考虑到即使用中文来讲授, 分子生物学课程的学习难度也较大,而

且部分三年级学生还未通过英语四级,英语听力相对较差,因此分子生物学的双语教学方式, 首先采

取学生分组课前预习,每组每星期至少讨论一次,相互交流学习心得,规定每组至少提出若干问题并

自己解决一定的问题,做好记录。学生讨论也是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上课前,布置学生查阅教材中所涉及的分子生物学专有名词, 并编辑打印成册,分发给学生。这样

减少了学生查阅字典的时间,极大的方便了学生, 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效率。上课前, 教师将打印好

的 pow erpo int分发给学生,省去学生上课记笔记之苦,而将主要精力放在理解课程内容上。

1. 3. 3 双语教学方式 分为三个阶段, 2004年春第一个阶段, 课件用英语, 讲课基本用中文。授课

对象是,生物技术 01级的 1个班共 34人小班上课。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出现了畏难情绪,有相当数量

的同学放弃英文教材,改读中文教材,课后只能靠自学中文教材获取控制分子生物学基础知识, 应付

考试, 期末考试学生总体成绩不理想。改革的第一年不很成功,但我们认为双语教学的方向是对的,

应该坚持。第二阶段,在 2004年秋, 01级生物科学 2个班 70人继续中班上课。该班学生 90%的同

学通过大学英语 4级, 40%的通过了 6级考试, 继续续用英语原版教材, 辅以中文教材。 40%的上课

时间用英文讲解,课件中的专有名词用汉语标明,课堂纪律大有进步,期末考试成绩比生物技术班级

有了很大的提高。在 2005年春季, 02级生物科学班 110人的大班中采取 50%的课堂时间用教师用

英文讲解基本概念,再给出本章节需要理解的若干问题,并在课件中写出英文的相关内容,学生下课

后通过查阅有关的英文辅导材料自学,各组分别分工翻译具体各节, 最后教师采取教学互动的手段,

用英语结合中文进行汇总、评讲,师生共同讨论的方法,此外还增加了一些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历史和

相关的最新进展,例如介绍了人类基因组和水稻基因组的最新发展动态。 2005年秋季, 针对 02级专

升本学生英语基础普遍较差、专业基础参差不齐的特点,采用英汉结合的课件,基本概念和原理英文

讲解, 大部分时间仍然用汉语讲解; 2006年春,生物技术 03级的学生用英文版和汉语版教材相结合

的方式,采用多媒体等形式,尤其是一些动画和录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英文授

课的时间几乎达到 50%以上, 以彩色动画的方式细致的描述了每一章节中的学习重点和难点。

1. 3. 4 纵、横相对比学习 分子生物学教材中的章节安排有一定的规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无论

是介绍 DNA复制还是转录都是先原核后真核。教学过程中如能将原核和真核的分子事件进行比对,

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会理解得更加准确。如讲到真核生物转录时, 可对比学习前面学过

的原核生物的转录,让学生准确的了解他们之间那些是相同的,那些是不同的。

1. 3. 5 课外作业 教师每次课后布置数量适中的作业题和思考题, 并让学生从教材中选择任何一

章,先认真学习, 再自己出题,选取比较好的题目作为平时的作业或测验题; 鼓励学生动手制作多媒体

课件作业,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对专业和英文基础比较好的同时可以采取自己制作课件并讲解给同班

学生听,从而调动了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自己感兴趣的新知识,新方法的积极性, 促使学生主动学

习并获取知识,也培养了学生的思考能力。

1. 3. 6 分子生物学考试 由于使用的原版英文教材,进行的是双语教学, 本课程的考试采用全英文

试卷, 学生可以选择英文或者汉语解答题目,或二者结合答题,让学生尽可能使用英语思考并回答问

题。尽管学生对英文试卷有所畏惧心理, 但通过笔者三年的实践, 学生其实完全有能力回答英文试

卷,即使是四级考试没有通过的学生也是如此,笔者认为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不要低估了学生运用

英语的能力,这样的考试完全可以激发、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2 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体会

通过三年来双语教学的实践,我们有如下体会和探讨之处。

2. 1 双语教学实施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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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是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目前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试点,因为双

语教学的推广,首先的瓶颈问题就是师资。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 不仅专业要精深,英语好,

还要求用英语表述专业知识、解析专业词汇。教师素质和使用 %双语 &的能力是开展双语教学的先决
条件,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展双语教学,往往弊大于利。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双语教师的师资

培训, 相关教育部门要对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的工作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有力支持, 而不是发个文件

了事, 让双语教学成为一种文化,而不是口号; 让双语教学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事业, 而不是更风跑。

2. 2 双语教学实施成功的关键之二是学生

双语教学,不仅对教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且对学生专业素质和英文水平的要求也相当高。我

们对分子生物学双语实践的调查表明,约 40%左右的学生认为双语课堂对自身发展很有好处, 40%

的学生觉得很不错,但学起来有点累,另外还有 20%左右的学生表示有困难。因此,双语教学也不是

适合所有学生,因为学生之间的外语水平差距很大。此外,双语教学在提高学生英语听力的同时,也

应对学生进行特殊的培训,保证学生对课程内容有一定的接受能力,这在双语教学的试行中显得尤为

重要。如果学生英语水平尚未达到一定程度, 盲目用双语教学来要求他们,那么就无异于拔苗助长。

学校和教师要创造学生用英语的环境和土壤, 开展学习内容丰富、交际形式多样、师生关系融洽的英

语活动,使学生 %浸身 &或 %半浸身 &于英语语言环境之中, 激发其学习英语的兴趣, 逐步养成开口讲英

语的习惯。

2. 3 双语教学实施成功的关键之三是教材

双语教学的正常开展必须依托外语原版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没有原版教材, 教师和学生都无

法接触到 %原汁原味&的英语。如果要求我们的教师通过备课, 将统编教材翻译成英语, 查询英语专

业用语,再用英语授课,这对教师来说实在难以做到的, 也是无法进行实质性的 %双语教学 &的。对英

语基础好的学生,应大力推广使用原版英语教材,进行双语或全英语教学。对英语基础差的学生则宜

采用中文教材,适当辅以英语原版教材,否则可能英语和课程知识均不能学好。教师上课前要充分了

解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英文水平,备课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目前对分子生物学这样发展十分迅速的

的课程,分成英文教改班 (双语班 )和中文教材班两个班上课比较合适。双语班用原版英语教材,课

件基本英语,讲课大部分用英文。一则,因为在现阶段, 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不能适应全英文教学的要求,当然英语水平高的可多用些英语口语; 二则, 我们培养的学生不能只知

英语术语,不知中文术语, 双语也是必需的。我们还认为,目前对类似分子生物学这样的课程,理想的

模式是分三个班:英语班、双语班和中文教材班。在师资条件具备的前提下, 对少数英语和基础课水

平较高的学生应提倡用英语教学,即课件基本用英语,讲授、课堂会话逐渐增加英语教学的时间,并过

渡到基本用英语。学生学习原版英语教材时最好配套中文教材, 方便学生在掌握英语术语的同时也

应该知道相应的中文术语。而且,国内外课程设置不同,先修课程不同, 某些内容需从中文教材中得

到补充。有人担心,配了中文教材学生可能不看英语教材。这确实存在, 但只要正确引导,这个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学生有学好英语的渴望, 而且某些读英语难以学懂的内容,可通过中文教材搞

懂,这既有利于课程知识学习也有利于英语的提高;更何况如不统一指定, 学生也会自己搞到不同的

中文教材,这反而将给教学增加困难。

2. 4 开展双语教学的研究

要完成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探索双语教学的规律,诸如双语之间的关系、双

语在教学中的使用度、学生语言与教师语言的关系、双语教学的目标评估标准、双语教学展开的最佳

时间段 (年级 )等。双语教学试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语言的学习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它的见效不是

一朝一日所能体现出来的。如果不以科学的态度, 认真学习, 通过五年, 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极实

践和探索,双语教学只能是以轰轰烈烈走过场了事。

总之,我们认为, 双语教学势在必行, 双语教学这项工作最好从大学二、三年级开始做起, 但不能

搞 %一刀切&,要贯彻 %因材施教&原则;双语教学没有现成的法则, 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在前进中把握

规律性。 (下转第 1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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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难; 当学生第一次考得不理想时,及时找其谈话找明原因,使他们树立学习、生活的自信心, 从而克

服孤独、自卑、自弃心理,形成良性循环。

3. 3 弘扬学风,优化环境, 创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和条件

良好的学风和育人环境无疑是帮助绩差生进步的重要方面。调查显示: 很多绩差生进校基础不

差,智商也不低, 但由于寝室学习氛围差, 交了不好的朋友,或参加活动太多而影响了学习。为此,学

生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树立 %学习标兵 &、入党、选干和成绩挂钩、开展 %学习型寝室 &评比、建立 %考研团

队 &等方式和途径,激发绩差生的学习热情,形成比学习、争先进、促发展的良好局面。加强考试和学

籍管理,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性,激励学生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 而不是投机取巧,侥

幸作弊,蒙混过关。

3. 4 改革教学,增强教学的创新性和吸引力

首先教师要以良好的教风、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去潜移默化感染学生; 其次,须结合学生、中

学数学教学、学科学术前沿等实际,更新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能力, 让学生

好学、乐学; 再次,改革考核方式和评价制度,变一次考试为多次考查,变终结性评分为指导性评语,变

标准答案为交流创新,充分发挥学生参与考核的积极性和主体性, 让考核真正起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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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of

molecular biology using English versio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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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 ilingua l teach ing is not on ly an important task for h igher universities, but also pu t forward h igher dem and on the

bra in- tra in ing o f the 21st century . the practice o f B ilingua l teach ing o fm o lecular biology w as carr ied out 3 years ago, som e

feasib le suggestion, wh ich w as focused on the B ilingua l teaching in N orm a lU n iversities, w 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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