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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了生物科学专业的核心应用能力及与之相支撑的理论课程和实践环节体

系&提出了以培养专业核心能力为导向的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教师教育能力(专业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培

养学生的岗位工作综合能力&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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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年%1强调&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

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最根本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

平-

#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是陕西省首批普通本科院

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院校转型发展试点院校&肩负着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示范引领重任&逐步地将

"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的理念转化为实践过程&发展专业内涵和特色&提高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社会培养所需要

的既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基础知识&又有较强的

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实务操作应用型高级人才-

!

.

)

生物科学专业是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的优势和特

色专业&随着学校的转型发展和社会对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在培养师范生教师教育实践技能的同时&还

要考虑到生物专业的学科特点&不断加强学生的专

业应用技能培养&使学生的专业核心应用能力得到

培养和提高&以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的内涵

和培养体系

#一$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的内涵

国家教育部
!"#!

版高等学校专业目录要求&生

物科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理化基础(生物学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以及人文社科知识&接受专业技能和

科学研究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科学思维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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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掌握从事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

及应用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能够在生物学及相关

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及管理等方面工

作-

%

.

)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就是生物科学专

业学生所具有的能够履行岗位职责的综合能力&其

培养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岗位工作基本能力(教师

教育能力(专业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四个方面-

E

.

&以

此来促进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实现应用型本

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二$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的培养体系

按照社会需求
?

人才培养目标
?

培养方案制定

?

课程设置的原则&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服从于社会

需求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经过调研(修订(总结几

个阶段&确定了应用型本科院校生物科学专业的核

心应用能力培养体系$图
#

%)核心应用能力培养都

设立了与之相支撑的理论课程和实践环节培养体

系&其中&要重点培养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的教师教育

能力(专业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图
#

!

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

二"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的培养

模式

#一$教师教育能力的培养

生物科学专业培养的学生首先应当具备一名中

学生物学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教师教学能力是教

师的基本素质&包括备课能力(讲课能力(课外作业

布置与批改能力(学业评价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能力(班级管理能力等-

@

.

)通过教育学(教育心理

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中学教材解析(教师语言(教

育评价(现代教育技术(班级管理等理论课程的系统

学习&以及教师基本功"三字一话#训练(教育技术及

课件制作(微格教学(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和中学教

育实习等实践环节的训练&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的教

学能力得到培养和加强)

#二$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

掌握生物学专业知识(培养专业应用能力是从

事和胜任生物学领域教学及管理(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等方面工作的必备条件)生物学是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除了系统的学习和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外&更重

要的是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

.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生物科学专业开设了高等

数学(基础化学(大学物理等专业基础课及实验&开

设了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微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等专业核

心课及实验)另外&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根据秦巴山区的生物资源&开设了植物资源开

发与利用(生物多样性(食用菌栽培(保护生物学(珍

稀濒危植物组织培养(生物摄影技术等专业选修课

程&还根据中学生物学教学需要&结合中学生物学探

究性实验和中学生物学竞赛内容开设了中学生物学

实验技术培训课程)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学习和训

练&学生的专业知识(实验操作技能和实践应用能力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创新能力的培养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思想和教

育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化的中学生物学课堂

中&学生从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学习的主体&教师

从知识传授者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和科技创新活动

的引导者)要有效推进素质教育&当务之急就是培

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师范生-

D

.

)通过实施

导师制(指导本科生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和互联网
Z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开放实验室(提高

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比例(组织学术讲座(参与教师

科研项目(实习与科研结合(指导学年论文和毕业论

文(参加教学技能大赛和学科竞赛活动等途径&大大

提高了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培养的

实践与成效

自
!"#!

年以来&通过对生物科学专业
E

届近

%""

名学生的核心应用能力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

践&学生的教师教育能力(专业应用能力(创新能力

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教学能力大幅提升

一年级通过组织院级中华经典朗诵和演讲比

赛&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生物科学专业

毕业生普通话测试二级乙等及以上通过率
#""a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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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通过开设书法课和组织院级三笔字(多媒体

课件比赛&学生的课堂板书和课件制作水平有了大

幅度提高&多媒体使用熟练&板书设计规范)三年级

通过生物课程与教学论的学习与微格教学实践&学

生掌握了生物学教师的基本教学技能&学会了课题

引入(教学设计(课堂互动(难点突破(作业布置(教

学反思等各个教学环节)通过组织师范生教学技能

比赛&学生全员参与&逐级选拔&当场点评&每位学生

的教学技能都有了明显提高)四年级通过参加为期

#$

周的中学教育实习&参与了课堂教学(实验教学(

班级管理(教研活动等全过程&同学们体验角色转

换&发现自身的不足&切磋教学技能&相互促进提高&

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生物学教师奠定了基础)

#二$应用能力显著提高

三门专业基础课及实验的开设和学习&为学生

掌握生物学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进

行八门专业核心课程及实验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系

统地掌握生物学专业知识)专业核心课实验全部独

立独设课&单独计算学分&编制实验课教学大纲&实

验课时量大于理论课时量)实验教学强调基础性(

综合性(应用性的特点&按照基础
?

综合
?

提高的原

则&对原有实验内容进行整合&减少经典性(验证性

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一年级学生

以综合性实验为主&二年级之后的学生以设计性实

验为主&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实验室&设立专项

经费开设创新性实验&并逐年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和

创新性实验的比例&加强实验考核)通过对核心实

验课程的训练&克服了过去实验课程相互脱节(实验

内容过细过窄(学生实验技能得不到系统训练的缺

陷&学生不仅系统掌握了中学生物学教学中各分支

学科实验操作技能&还大大提高了实验课效率)

除此之外&利用陕西省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办公

室在我校设立的优势&和多所知名中学的生物学教

师探讨&结合中学生物学探究性实验-

V

.和中学生物

学竞赛内容开展中学实验教学研究&对生物学下的

八个分支学科内容进行实验设计&编写讲义&开设了

中学生物学实验技术培训课程&提高生物类师范生

的实验教学能力&为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工作

岗位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根据秦巴山区的生物资源&根据我校与省内多个

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优势&不仅为学生开设了植物资

源开发与利用(食用菌栽培(保护生物学(珍稀濒危

植物组织培养等专业选修课程&还与太白县政府(太

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联合&确立科

研合作研究项目&合理开发和保护秦巴山区野生植

物资源)

#三$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多元化的第二课堂科技活动&在培养本科生的

应用能力(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等方面有重要的作

用和意义-

F

.

)

!"#%

年至今&已经立项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国家级
#"

项(省级
!#

项(校级
%!

项&参

与研究的学生
#%"

余人&发表论文
#%

篇)获得互联

网
Z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

项&参与学生
@

人)在

野外实习和教育实习中&学生撰写了
#"

余篇有价值

的调查报告)多名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完成学年

论文和毕业论文&

#

名学生的科研论文入选
!"#@

年

陕西植物学会论文集&

@

名学生的毕业论文在学术

期刊发表)连续多年举办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推

选的
#

名学生获得西北地区高等院校师范生教学技

能大赛优秀奖)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推选

的
!

名学生获得全国非专业组高等数学竞赛一等奖

和三等奖)

生物科学专业核心应用能力培养模式的成功实

践&使学生的教学技能(专业应用能力(创新意识和

能力都得到了培养&学生的岗位工作能力不断加强&

学生学习生物学专业知识的兴趣更浓(主动性更强&

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教师积极参与其中&使教师对以

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有了新的

认识&对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认识进一步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我校的

生物科学专业教学研究的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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