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核酸检测员工作岗位<分子生物应用技术> 

课程改革教学实践研究》 

教学成果报告 



 1 

 

基于核酸检测员工作岗位《分子生物应用技术》 

课程改革教学实践研究 
一、研究背景 

（一）慕课的起源及发展 

慕课起源于 2008 年，由 DaVe Cormier与 Bryan Alexander 教授第一次提

出。2011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 史朗把他研究生水平的《人工智能

导论》课程放在了互联网上，吸引了来自 190多个不同国家的约 16万名学习者

注册学习。慕课于 2013 年正式进入中国，5 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宣布加入在

线教育平台 edx，同年 7 月，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相继宣布加入 Coursera，

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C9 高校及同济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重庆大学共建中国“慕课"。到目前为止，慕课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均

集中于高等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少有人提及。慕课作为一种全新的在线课程开发

模式，具有学习无空间时间限制、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到优质教

学资源、课程资源丰富、形式灵活、对学习者的要求相对较低、评价方式灵活等

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解决高职学生学习现状问题。 

（二）混合式教学优势 

混合式教学，既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线

上”+“线下”的教学。通过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可以把学习者的学

习由浅到深地引向深度学习。通过调研高职学生学习基本情况，高职学生具有以

下三个学习特点：部分学生学习态度消极懈怠。部分高职学生进入学历教育后或

因对所处学校学历层次的不满或因对未来前景的迷惘或因对严进宽出毕业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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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无忧学习态度消极懈怠，学习兴趣下降，学习目的的功利性较强。部分学

生不适应以自主钻研为主的专业课学习形式。传统教育“一直存在着重施教主体、

轻受教主体，重外部灌输、轻内在诱导，重服从社会规范的工具性价值、轻促进

个体个性自由发展的目的性价值的偏差”，部分高职学生习惯了中学时期传统教

育模式，无法适应大学以自学为主的素质教育方式。很容易在学习专业基础课初

期就产生消化不良的状况，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阶段后，进一步加剧了对学习的

排斥厌倦情绪。学生学习理解能力有差异。学生本身虽无优劣之分，但不同学生

学习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部分学生不善于在学习中摸索适于自己

的良好的学习方式。针对高职学生学情特点和就业岗位动手能力要求，应设计符

合学生学习的教学资源，多使用微课等可视化方式进行教学，增强学生学习的兴

趣，便于学生反复学习相关技能。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 

本文中所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指将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该

模式是随着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探索并形成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二）微课 

微课是以知识点为单位，时长 5-10 分钟的高效率教学资源，其直观形象、

重点在于解决 1个知识点或 1 个实验子项目，非常适合高职学生进行学习。 

三、文献综述 

（一）混合式教学理论方面文献叙述 

针对 11 篇关于混合式教学理论方面文献查阅，归纳和整理，找到了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实施策略。混合式教学实施应注意：课程平台功能应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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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简便性，连贯性和系统性；线上资源建设突出资源类型多样化，资源形态形象

化和任务导入趣味化；线上教学突出任务性，互动性，探究性和激励性；线下课

堂教学突出教学内容衔接度，教学方法恰当度，问题探究的深刻度和学生参与广

泛度。 

（二）混合式教学实践方面文献叙述 

针对 11 篇关于混合式教学实践方面文献查阅，归纳和整理，找到了混合式

教学实践应用实例。通过分析混合式教学在多种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数据，课题组

发现有相关文献的数据主要集中在针对使用混合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中学生

主观感受方面，例如对混合式教学的认可程度，学习兴趣等方面，未发现有传统

教学和混合式教学课程成绩方面的对比，因此，本课题组建设完成《分子生物应

用技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后进行了教学实践，分析对比了传统教学和混合式教

学课程成绩分析，尤其是实验课成绩，应用此方面数据检验混合式教学成果。 

四、理论依据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 

为适应教学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在 2012 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快

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意见》中提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是我国教育

信息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支撑职业教育

改革创新的重要基础，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

而生，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快速发展，其融合了传统教学和

网络教学的优势。混合式教学模式包括课程平台功能混合性，线上资源建设的混

合性，学生学习方式的混合性和教学过程的混合性。 

根据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是奈塞和皮亚杰的主要观点：他们认为认知心理学

https://www.baidu.com/s?wd=%E7%9A%AE%E4%BA%9A%E6%9D%B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4 

把人的心理活动看作是信息处理系统，由感官搜集的信息，经分析、储存、转换

并加以利用，这些活动叫做信息加工过程。从这方面讲混合式教学模式符合认知

心理学基本规律，对于高职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有良好促进作用。 

（二）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微课资源针对 1-2个知识点开展教学。采用“任务驱动、螺旋提升”的模式

进行教学设计，在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基于任务驱动学习。各阶段任务分

别设置不同的目标，促使学生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训练，实现知识和技能全面

提升。 

五、研究意义与目标 

（一）选题意义 

经过京津冀生物医药相关企业的调研，我们发现基因检测作为高新生物发展

企业的核心业务，例如华大基因、北京博奥、安诺优达等，他们每年到校招聘人

员需求均达到 30 人以上，同期对岗位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分子生物学实验技能是

学生走向以上企业工作的必须技能。因此，我们将《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定

位于专业核心课，其中分子生物学实验技能是核心部分。经过相关院校及相关专

业（包括本科和职业院校）的调研，《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在相关专业均有

开设，但都存在无标准实验操作视频或实验操作视频精准度不高的问题，即在教

学过程中，没有可借鉴的实验视频资源供教学使用，因此进行高精度的分子生物

应用技术标准化实验操作视频建设非常有必要。混合式教学的特点在于线上视

频资源和线下师生互动的结合，它不仅可以克服慕课线上资源无法和教师面对

面交流的不足，而且利用线下见面课的机会增加师生互动，提高高职学生对于知

识掌握水平，有利于教师检验学生技能水平。因此，进行混合式教学建设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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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职课程改革意义重大。 

（二）研究目标 

通过《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混合式慕课的建设，预期建设 50 个左右标

准实验操作微课资源，发表 1-2 篇教学改革文章。利用合作企业的资源，录制 10

个左右企业生产实践操作视频。预期完成 5 个适应混合式教学应用的教学设计。

本课题的创新点在于录制企业实际生产和检测环节内容视频，将其作为教学资

源展示给学生，并且利用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为分子生物学微课资源进行审核，真

正做到引企入校，校企深度融合，并且在后期慕课推广中做到校企共享成果，校

企双赢。本课题建设成功以后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1.服务专业教学，包括本专业核心课教学和中药系相关专业，解决中药“五

大鉴定法”中生物鉴定法教学重难点，同时为相关专业的高职和本科学校提供技

术支持。 

2.服务社会，本课题相关资料可以作为高新生物企业员工分子生物学实验技

能培训使用，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生物医药行业发展。 

六、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课题研究主要解决学生在学习分子生物学实验过程中效率低下的问题。通

过十余年开设《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的经验总结，我们发现传统的教学方法，

即教师演示，学生模仿的方式。传统教学方式不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学生

因不能完全掌握实验细节内容而降低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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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本课题研究的途径 

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信息化手段录制标准实验操作视频，使学生有时间反

复学习，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在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的分子生物学课

程中，通过对《分子生物应用技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的使用，已解决了学

生在微量移液器、DNA 提取、电泳操作中不能直观理解操作要领及不能反复学习

的学习困难，较不采用信息化手段学生实验操作考核一次性通过率提升了 30%以

上。 

2.本课题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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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内容 

（一）微课资源设计 

本课题组根据多年教学经验，结合天津精耐特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岗位能

力调研结果，总结出分子生物实验员岗位能力要求，设计了 58 个微课资源，涵

盖了分子生物学基础实验技能，并设计 200 题题库，检测学生理论学习水平能

力。 

（二）混合式教学设计 

为配合智慧树网络平台进行混合式教学，本课题组设计了 5 个混合式教学，

涵盖了分子生物重点实验技能，包括微量移液器正向、反向和混液操作，植物组

织基因组提取操作，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操作。 

八、研究过程 

（一）《分子生物应用技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知识，技能和职业素

养的要求以及分子生物实验员岗位能力要求，本课题组对《分子生物应用技术》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进行了新的布局，丢弃之前理论和实践分离的传统教学

模式，尝试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任务驱动法进行课程设计。在进行微课资

源设计时，主要考虑为达到本课程教学目标，将实操任务进行分解，分为 6 大项

目，按照难度依次进行设计。教学资源情况统计表见表 1。 

表 1  《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教学资源情况统计表 

序号 实训项目 子项目视频数量 视频时长 

1 微量移液器规范操作技术 9 59min 

2 植物基因组 DNA提取技术 7 76min 

3 植物基因组 DNA检测技术 17 119min 

4 企业生产实践 4 67min 

5 PCR扩增技术 8 90min 

6 重组质粒构建技术 13 146min 

总计 58 55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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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子生物应用技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应用 

为了验证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本课题组以高职《分子生

物应用技术》课程教学为例，对学院 2018 级生物制药技术（三二分段）1-2 班共

71 人，开展了校内教学实践研究，通过观察、调研以及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了解学生自主学习变化情况，以及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学生实验操作技能提升

情况。 

此课程运行周期为 2019 年 3 月 15 日-6 月 19 日，运行方式为混合式教学，

其中包括 4 次实验课，授课对象为高职 2018 级生物制药技术（三二分段）1-2 班

共 71 人，课程属性为专业核心课。经过 3 个月的课程学习，98.59%的同学完成

全部学习进度，此课程的学习方式受到了学生的肯定。通过分析每日学生学习情

况，发现学生学习人数较多的情况主要集中于课上时间，3-4 月主要集中于理论

课时间段，5-6 月主要集中于实践课时间段，节假日和课前课后学习人数较少，

由此判断学生课前使用视频进行预习和课后使用视频复习所占学习比重较小。 

 

图 1 《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 2019 年 3-6 月学习情况统计表 

 

九、研究成果与分析 

（一）《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研究成果 

根据课题开题的预期成果和中期已经完成的工作任务，本课题已完成《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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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应用技术》共享课程的建设任务，《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已经在智慧树

平 台 进 行 运 行 ， 运 行 网 址 ：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7258，《分子生物应用技术》共

享课程网络视频资源 58 个，累计时长 557min，其中企业生产视频资源 4 个，累

计时长 67min，此外还包括课程资料 25 个，视频弹题 58 道，章节测试 60 题，

期末考试题库 200 题。 

（二）《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成绩统计情况 

1.章节测试成绩分析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在每一章后均设置不少于 10 题的章节测试，题型主要

是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主要检测学生对本章节关键知识点掌握情况，章节

测试最多可以做 3 次，每次测试完毕后显示做错的题，以便学生更加有针对性进

行复习。通过对章节课程成绩分析，几乎全部同学都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了章节测

试内容。第一章章节测试成绩 90 分以上同学占总人数 78.9%，分析原因为部分

同学不了解章节测试可以进行 3 次，成绩以最后一次考试为准的规则，故而造成

五分之一同学的成绩没有达到优秀，后期经过讲解章节测试规则和学生相互探

讨学习氛围的提高，后三章章节测试成绩 90 分以上同学均占总人数 95%以上，

学生通过反复测试的方式逐渐掌握了各章节的主要知识点。 

https://course.zhihuishu.com/coursePreview/videoList?courseId=2067258，《分子生物应用技术》共享课程网络视频资源58
https://course.zhihuishu.com/coursePreview/videoList?courseId=2067258，《分子生物应用技术》共享课程网络视频资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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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章节测试成绩分析 

2.实验课测试成绩分析 

《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共安排了 4 次实验课，见面课成绩包括考勤成

绩，现场操作得分和现场测验得分，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30%，40%和 30%。通过

对成绩进行分析，在第一次见面课中，学生重操作轻理论，故而造成 63.4%同学

见面课测试成绩在 90 分以上，在后期见面课中，通过加强对学生边操作边进行

口述操作要点的方式，同时提升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后三次见面课中，

接近 80%的同学见面课测试成绩稳定在 90 分以上。 

 
图 3 实验课测试成绩分析 

3.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为了增强高职学生对分子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更加有效地检测学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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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水平，本课程设计了期末考试题库，共计 200 题，其中包括 75 题单选题，

75 题多选题和 50 题判断题。期末考试采取随机抽题组卷的方式进行测试，每个

学生的考题原则上不会重复，即使考题重复的话，选项也不会完全一致，从而避

免了雷同卷的产生。通过对成绩分析，超过 50%的同学通过努力学习，取得了优

秀的成绩，36%的同学理论考试不认真对待，出现了不及格的成绩。 

 
图 4 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4.课程总成绩分析 

《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总成绩 100 分，总成绩由四部分组成，平时成绩

20 分，其中包括学习进度 10 分，期末考试开始前，观看全部课程视频，完成所

有章测试，就可获得全部学习进度成绩，学习行为 10 分，学习行为分由两部分

组成：学习习惯和学习互动。单日学习时长达到一定要求可获得当日的习惯分，

坚持学习达到一定天数即可获得全部的学习习惯分；学习互动分取决于在问答

中的贡献值，有效的回答提问，获得别人的赞和回答均可得到贡献值，贡献值在

同学中进行排名，排名越高分越高，排名会变动，因此互动分也会处于变化中；

章节测试 10 分，4 个章节按照题型分值分配成绩；见面课 50 分，按照 4 次见面

课成绩按比例分配成绩，期末考试 20 分，期末考试得分=期末考试实际得分/期

末考试总分。通过对成绩进行分析，两个班级平均分 80.6，基本达到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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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课程总成绩分析 

十、研究结论 

通过对比传统教学法和混合式教学法，可以发现采用传统式教学的 2017 药

品生产技术(生物药)2 班实验课成绩平均分 74，采用混合式教学的 2018 级生物

制药技术（三二分段）1-2 班实验课成绩分均分 78.7，应用混合式教学法班级比

传统教学法班级实验课成绩提高了 6.4%。综合考虑，生物制药技术（三二分段）

专业和药品生产技术(生物药)专业学生在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可认为混合式教

学对于提升学生实验操作技能方面益处多多。 

十一、问题与展望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混合式教学应用为《分子生物应用技术》课程教学

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学生主动学习性不强。学

生应用教学资源课前预习不足，学生主要依赖传统教学方式，有部分学生花钱请

人代刷网课，针对以上问题，我们为每个教学视频资源设置了弹题，回答正确后

才能继续学习，督促学生主动学习，同时在实验课前设置检测环节，学生考核合

格后方可进入实操训练，否则的话只能继续视频资源学习。 

（二）后期展望 

混合式教学课程不仅可以应用于校内教学，也可以应用于企业员工培训，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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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职业院校服务企业发展，助力在职员工提升岗位技能方面能力。以微课为基础

的混合式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通过实践，我们发现此种教学方式能提高学生

实践动手方面主动性，在今后的课程教学中，我们要不断结合学情，多多开发适

合学生学习，企业培训的学习资源，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