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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辽宁师范大学在搭建生物学 科教结合  平台、培养青少年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方

面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效,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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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actices on bu ild ing a platform of comb ination w ith research and teach ing, and

about tra in ing the you th! s innovation sens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a l exp loration. The resu lts achieved, and the

prospect d irection w as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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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 #把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列为素质教育的重点 [ 1]
。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

是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
[ 2]
。

生命科学是 21世纪发展最快的领域。无数创新

性的生物技术成果, 给创新性人才培养带来了源源不

断的科普学习资源。但与其他学科不同,生命科学是

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生物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

要一定高水平的师资和实验条件,仅仅依靠现有的中、

小学基础教育和社会科普教育条件及设施,远远满足

不了社会的需求。因此,如何利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的优势资源,将科普教育资源与基础教育、青

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等有机整合, 搭建 科教结合  的创

新平台,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新课题
[ 3 4]
。

近年来, 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现有的生物标本馆

(大连市科普基地 )的基础上,整合资源, 发挥师范大

学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教学优势, 研究构建了生命科学

创新实践和科普教育平台, 初步形成了生物基础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与大连市级科普基地 (辽师大生物标本

馆 )联建模式。在培养生物学科优秀师资、优秀创新

人才,为爱好生物学的中小学生提供科普知识、传播和

体验生命科学等科技知识。

2 建立生物学技能训练实践平台

( 1) 修改教学计划。使实验教学与中学生物新课

程改革相适应。特聘省、市教育学院生物教研员、优秀

中学教师为兼职教授, 经常进行教学研讨。连续 3年

承担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省高中生物新课改骨干教师

培训工作;

( 2)设置技能训练平台。实验教学中心设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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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实验室、组织培养室、标本和切片制作室、动植

物标本馆、生物园等技能训练平台,通过该平台,学生制

作了大量的教学用标本、切片、模型和教具。通过实训,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动手能力有了明显地提高;

( 3) 建立奥赛培训基地。为中学生科技创新提供

了生物学实验训练平台。

很多教师参加省、市科协举办的科普活动,接待来自

中小学生物教师和生物学爱好者的参观、学习、培训等。

3 构建科研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系

( 1) 以省重点实验室、学校生物制药研发中心等

为依托,为学生提供科研训练和研究平台;

( 2) 建立了多个教学实践基地, 包括老铁山自然

保护区、大连西郊植物园、大连市环科院、大连市环境

监测中心、大连市污水处理厂等,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 3) 教师将科研成果及实验方法引入实验教学。如

甘薯体细胞单克隆培养脱毒 、果树、蔬菜和花卉的组

织培养 等项目,为学生实验教学提供了实验素材
[ 5 6]
。

4 科教结合  对外开放

中心 所属各教学实验室和科普基地 (生物标本

馆 ) ,面向全校本科生和中学生生物竞赛、创新大赛选

手开放,运行状态良好。各实验室由专人管理,并制定

有相应管理制度。要求做到: 时间开放 (学生申请实

验时间,实验室按约定安排 )、内容及过程开放 (提供

可选择的项目或学生自拟实验项目, 并提供条件满足

一些学生个性化实验 )、范围开放 (实验室面向全校学

生的生物学实验、毕业设计及科学研究 )
[ 7 9]
。

开放内容包括: ∃ 本科生基本技术训练、选修实验
和设计实验; %大学生的科技创新项目; & 本科生参加

教师科研项目; ∋相关专业本科生和全校非生物类本

科生; (中学生物学教师的现代生物技术实验培训; )
中学生的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理论和实验培训; ∗高

中教师新课程改革培训; +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 ,小

学科学课程观摩活动; −国外生物学教师参观访问。

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由指导教师负责指导,由自选

题目、查文献、设计实验方案、实验实施、师生讲评和总结

讨论、撰写论文和成绩评定等 8个程序完成创新实验。

5 结 语

建设生命科学专业教育、提高实验培训平台,以解

决目前中学生物教师不适合新课程改革中现代生物技

术教学的困难,提高中学生物学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建设青少年生物学创新能力培养的训练平台,解

决目前参加生物学联赛和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参赛人

数少、选题困难、项目水平不高、获奖人数少的问题;建

设生命科学网络宣传教育和生命科学体验平台, 直接

面向青少年、面向公众、面向社会, 提高和完善生命科

学科普基地功能,促使全民科学素质提高,直接培养青

少年的兴趣和创新观念;建设 科教合作 理论研究平
台,为高校教授专家与基础教育搭建桥梁和载体,最大

程度地发挥高校人力资源优势, 节约创新人才培养的

成本,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与有条件的学校或青少年

科技活动中心,联办中小学校外活动基地
[ 10 13 ]

。

在上述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我们努力实现几个结

合: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优势与生物学师资和创新人

才培养相结合; % 生物学科学普及与创新人才培养相
结合; & 大学科研与生物基础教育相结合; ∋师范院校

的实践活动与中小学科技活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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