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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基础实验成绩评价体系的设置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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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生物学基础实验是培养高等学校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实践能力的根

本。合理的实验课程成绩评定体系，不但反映教学效果、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对于21世纪人才

的培养与选拔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吉林大学生物学基础实验课程成绩评价体系为例，结合学生毕

业后去向的随访调查，探讨成绩评价体系中不同组成部分对于人才培养及选拔的重要性，以期使成绩

评价体系更直观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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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biological basic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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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logy is an experimental subject. And the biological basic experi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cul-
tivating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in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of experimental course does not only reflect the effect of teaching, affect the students’ enthusiasm of learning, 
but also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ining and selecting the tal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Tak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basic biology experiment course in Jili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e combines with the 
follow-up survey after graduation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performance evalua-
tion system for talent training and selecting. And it hopes tha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could reflect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more intuitively and 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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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优先发

展，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正常创新，构建有国际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

中对我国人才规范所做的战略部署。如何在培养

人才的重要基地——大学中进行人才的选拔与培

养，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吉林大学

生物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进行了长期有效的

探索[1-6]，本文中仅以2002级到2014级学生生物学

基础实验课程管理和学生教学成果评价为例进行

分析与阐述。

1   生物学基础实验课程及成绩评价体系简介

生物学基础实验是生命科学实验中的重要一

环，仅就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而言，生物学基

础实验涵盖生物化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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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实验、遗传学实验，生理实验、分子生物学

实验、免疫实验、植物生物学实验，分布在本科生

求学的各个学期。对生物学基础实验课程进行统一

地评价，有助于从学业到个人能力成长角度对学生

进行系统地评估与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教学。

通过十余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对生物学基础

实验教学环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与调整使之进

一步安全、高效，可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和资源

下使学生获得更多培训及实践。而对于学生，不

仅可以从实验课堂上获得知识与技能，实验成绩

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未来，从奖学金的评

比到研究生位置的申请甚至出国深造。关于生物

学基础实验课程成绩评价我们借鉴了不同学校的

一些做法[7-13]，结合本院教学实际情况，目前我们

实行的生物学基础实验课程成绩评价体系主要包

括：实验习惯(10%)，实验预习(1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20%)以及设计实验(20%)(见 
图1)。这一成绩评价体系应用于教学实践已近10
年，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首先，充分顾及

生物实验操作性强的特点，使得学生得以充分展

示自身能力并获得足够的尊重；其次，通过上述5
个角度对学生的能力及学习态度进行综合评估，

根据结果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这极大地提

高了有限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因材施教、

因人施教。

仅会读书或者仅会完成本科实验教学内容的人。

结合国家对人才建设的需求，目前我们需要选择

和培养的人才已经从建国初期的能工巧匠型人

才、改革初期的能够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人才、

到达目前的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仅掌握知识和

技能的人才和跟踪国际进展做出模仿性研究的人

才都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目前国家人才培养和选择

的需要。如何寻找和针对性培养人才是我们在实

验教学中一直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3   成绩评价体系与人才培养及选拔的关系

生物学基础实验课程成绩评价体系的5个方面

充分对应新世纪创新型人才培养及筛选评价的标

准，具体论述如下：

实验预习：实验教学中，首先需要实验教师

对学生进行实验相关理论和实验技能的讲授，讲

授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理论课程书本上的知识和

实验课程内容对学生进行引导性讲授，在课堂上

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进展进行拓展；课后

学生可以在爱课程网站[14]上对相关课程的教学视

频进行反复地观看和学习。实验课程正式开始之

前，学生需要完成实验预习考试，仅占用课堂 
5 min时间，即可考察学生对实验关键技术步骤和

实验理论课上教师拓展知识的掌握和自主学习程

度，该成绩计入学生实验总成绩，即实验预习成

绩(10%)。这部分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暂时不能进行

实验，需要重新学习、考核，成绩合格后，经实

验教师许可才能继续进行实验课程。

我们评价体系中，预习成绩是考核学生与人

沟通能力或者主动交流能力，因为实验课前预习

实验考试内容主要来自教师实验理论课程上讲述

的内容和网络上课件内的知识点，如果学生课堂

上认真听讲，课下仔细完成网络课程的学习，足

以获得良好以上的成绩。综合近十年教学过程中

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这部分成绩不佳的同学往

往存在无法收听或者不能主动准确接收来自别人

的信息的问题。与人沟通或者自主交流能力是新

世纪人才的重要标准，这既影响团队内合作的有

效性，又影响了信息的获取与分享。

实验习惯：实验课程进行中，任课教师、实

验技术教师和助教研究生需要对学生的实验操作

图1　生物学基础实验成绩评价体系图

2   新时代的人才需求

大学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人才，

这里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才”。人

才首先是可用之才，以生物学科为例，人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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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进行观察，如参与实验学生的实验服是否整

洁，药品的取用与摆放、仪器使用及记录的规范

性，实验记录的及时与真实性，实验环节的衔

接、实验废弃物处理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等等。这

些事情虽然细小，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学生学习训

练的严谨认真程度。

实验习惯成绩在我们评价体系是考量学生对

规章、制度及规则的认可和执行情况，只有对制

度和规章达到深入骨髓的尊重和遵守，才会得到

规则的保护，获得安全发展的可能，安全是一切

成绩和成就的基础，对规则遵守达到习惯性的人

才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可用之人才。

实验操作：实验课程进行中，学生在前期实

验理论课程和网络课程上已经对实验内容和实验

所需技术操作有了深入的学习和深刻的理解。学

生对新实验课程中的相关实验技能点的学习速度、

掌握程度是本环节考察的重点。在我们的评价体系

中，实验操作环节考察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基本综合素质，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最

大。新世纪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不

是移动的书柜或者复印机，仅仅能够高质量高速

度地背诵或者高仿真地模仿，这不符合新世纪人

才培养及筛选的需求。生物学科人才属于知识密

集型人才，知识密集型人才成才时间长，使用时

间短，只有在良好的环境和适合的条件下，在符

合其专业能力的范畴中，这类人才的价值才能得

以发挥。生物学人才的培训和筛选过程中需要对

学生面临新的知识、新的实验、新的环境时的即

时反应进行观测与评估。学生在新的实验进行进

程中，表现出的实验操作能力反映了学生获取知

识和技能、适应环境和调节自己的能力，在实验

进行中如何组建自己的团队，完成团队内的定

位，进行团队内外的协调与沟通，面临问题时如

何思考、应变与解决，这是学生获取知识、综合

利用知识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体现。在知识

迅猛发展的今天，单打独斗的学者越来越少，团

队合作是新的主题。

综合十余年实验教学经验，结合学生毕业后

去向随访调查，我们发现实验操作环节是这一能

力的综合体现最强的地方，在这一环节中表现优

秀的学生，在后续的学习及工作中往往取得更高

更大的成绩。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才的塑造与培

养，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产品”，我们关注每名学

生在求学过程以及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后的成长。

生物学基础实验分布在本科生求学阶段的各个学年

中，通过分析学生在不同年级不同学习阶段的能力

变化和他们毕业后应对新环境和新问题的解决能

力，一方面可以观测到学生的成长；一方面可以让

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成长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

化，不断地调整实验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

以满足培养学生和服务社会的需求。

实验报告：实验课程进行中，学生需要随着

实验的进行，及时、准确地记录实验现象，并在

实验结束前请实验教师在实验记录上签字。在实

验报告中对实验现象进行描述，对实验中出现的

问题与不足、自己及团队的解决方案进行综合有

效地分析，提出如果有机会重新进行实验的情况

下，自己及团队需要注意与加强的地方。

实验报告和实验教师签字的实验记录同时提

交。这一环节考察的是学生利用文字表述自己的

能力，认识文字、会写文章不等于会利用文字清

晰表达自己的见解。科学报告不同于高考作文，

这是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实

时、真实、准确、可重复是最基本要求，对实验

现象的记录、对实验中问题的描述及解决方案的

提出，整个过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学生对知识掌

握的主动性、思维的缜密性和逻辑性。这些品质

对于学生未来的专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其一

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实验教学环节给学生加

以适当的引导和加强，会及时地在他们未来的人

生发展中助力一程。

实验设计：学生在实验学习后，需要利用课

程所学知识和技术，综合已学过的知识，针对实

验教师布置的课题进行思考，并进行相关资料查

阅，提出自己的立项依据、解决方案、技术路

线，对实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逐项分析并提

出解决预案，对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药剂进

行综合的考量，提出实验的时间及经费投入。

与其他高校的实验课程评估体系相比，我们

的评估体系脱离了具体的学科限制，贯穿了学生

在校学习的始终，既关注学生的学业进程又着眼

于社会的需求与辅助学生的自我完善。我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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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实验设计环节考察的是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与学习态度，始终保持旺盛的自主学习能力是

新世纪人才的必备标准。实验设计环节中，学生

学习作为独立的科研人员，利用自己所知所学，

结合文献检索与查阅，从方方面面对一个实验项

目进行独立思考和评估，最终独立形成项目评估

报告和项目申请书，格式、内容并重都是考量的

重点。通过这一环节的学习和训练，学生开始逐

步学习并掌握科研项目的选择、评价与申请，这

对于新世纪国家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

4   结语

课程成绩的评价体系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评

价学生的学业成果，一方面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热

情，完成对学生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塑造，使之能

适应国家大的战略发展的需要。大学不仅仅是传

道授业，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需

求，从基础做起，从实际出发，调动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使之自发地调整自己改变自己，以符合

国家对人才的规划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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