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传学》课程教学大纲

Genetics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编号 1020107B

适用专业 生物科学 先修课程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动物学、植物学

细胞生物学

总 学 时 64 学 分 4

讲 授 64 实 践 0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生物科学专业理论课中的专业核心课程，是现代生物学中发展最迅速，与其他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交叉最多的学科之一，是新技术革命的动力学科，是生物

科学专业理论课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系统地掌握遗传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触摸到本学科发展动态的前沿，认识

到遗传学在生物领域中的重要位置，为将来适应本专业教学及科研的需求奠定坚实的基础，

开设该课程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必要环节。

（二）课程任务

1. 系统掌握遗传学基本知识、基本遗传定律、基本技能和基本分析方法。

2. 了解遗传学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在各行业领域的实际应用现状，初步学会应用遗

传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3. 树立学生正确的生命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综合思维、逻辑思维能

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

4. 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实践任务的方式提高学生沟通合作和共同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能熟练掌握并运用教育教学的方法和技能的能力等。

5. 通过遗传学中思政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科研思维及科学奉献精神，培养

学生具有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各章节学习，学生能熟悉遗传学学科发展历史，了解该门学科发展动

态，掌握遗传学的基本知识、原理及规律，领悟普通遗传学规律的内涵，明白遗传学知识与

生活实践的联系。（支撑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2：利用课程线上资源及教材，通过课前预习，学生能产生对遗传学知识探索

与求知欲望，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再通过课堂教学的引导和启发、小组的讨论与交流、知识

的拓展等方式，学生能具备综合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并能运用遗传学知识分析和解决

工、农、医等领域的实际问题；通过课堂讲解，学生还能提高自身教学语言表达能力。（支

撑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3：通过遗传学中科学家们的故事和生活中实际案例等，使学生具有正确的生

命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理念；通过对科学研究过程的了解，使学生树立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

具有献身科研事业的精神。（支撑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4：通过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绘制思维导图等方式提高学生学习中善于发现

问题，反思问题的能力；通过小组活动增强学生沟通、协作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7.2、8.2）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学科素养（H）
3.1 [学科基础] 具有系统扎实的生物科学理论基础知识及基本技

能，熟悉生物专业知识体系和架构，能综合运用生物学科知识和

技能解释生命现象，科学地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服务社会。

课程目标 2 学科素养（M）
3.3 [学习科学] 了解学习科学的相关知识，科学探究生物学科学习

的方法，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课程目标 3 综合育人（H）

6.2[学科育人] 理解生物学科的育人内涵和意义，熟悉生物学科育

人的途径与方法，利用生物学科中蕴含的工匠精神、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爱国情感、文化自信、思辨能力等思政元素结合生物

教学进行学科育人。

课程目标 4
学会反思（H）
沟通合作（M）

7.2[反思创新] 系统进行批判性思维方法和反思技能的训练，学会

独立思考，掌握基本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创新性地解决专业学习

及中学生物教育教学等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具有积极的教学

反思体验。

8.2 [交流沟通] 掌握小组学习、专题研讨、网络分享等交流合作

的方式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中与中学生、家长、同事等进行有

效倾听、有效表达，具有良好的积极的交流沟通技能与和谐的人

际关系。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学时分配

支撑

课程目标讲授

课堂讨

论与习

题等

小

计

第一模块

遗传物质

的物质基

础和分子

基础

第一章 绪论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 1.5 0.5 2 课程目标 1、3

第二章 染色体
讲授法、案例法、问题

学习法、思维导图法等
3 1 4 课程目标 1、2、4

第三章 遗传学的分

子基础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

思维导图法、讨论法等
2 2 4 课程目标 1、2、4

第九章 染色体变异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

案例法等
5.5 0.5 6 课程目标 1、2、4

第十章 基因突变
讲授法、案例法、问题

学习法等
3 1 4 课程目标 1、2、4

第二模块

遗传现象

和遗传规

律的本质

第四章 孟德尔定律
讲授法、案例法、问题

学习法、讨论法等
6 2 8

课程目标 1、2、3、
4

第五章 连锁交换定

律

讲授法、案例法、问题

学习法、讨论法等
7 1 8

课程目标 1、2、3、
4

第六章 性别决定与

伴性遗传

讲授法、案例法、问题

学习法、讨论法等
7 1 8

课程目标 1、2、3、
4

第七章 数量性状遗

传
讲授法、讨论法等 3.5 0.5 4

课程目标 1、2、3、
4

第八章 微生物遗传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等 3.5 0.5 4 课程目标 1、2、4

第十一章 细胞质遗

传

讲授法、比较法、案例

法等
3 1 4

课程目标 1、2、3、
4

第十三章 群体遗传

和生物进化
讲授法、自主学习法等 2 0 2 课程目标 1、2、4

第十五章 人类遗传

学
案例法、自主学习法等 2 0 2

课程目标 1、2、3、
4

第三模块

现代遗传

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

第十二章 基因表达

和调控
讲授法、自主学习法等 2 0 2 课程目标 1、2、4

第十四章 基因工程

和基因组学
案例法、自主学习法等 1 1 2 课程目标 1、2、4

合计 52 12 64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绪论

遗传、变异的概念；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遗传学研究内容和任务；遗传学发展的主要阶



段，以及有哪些重要的科学家做出了重大贡献。遗传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工、农、医、

环境保护等方面介绍遗传学的应用。

重点：遗传、变异的概念；遗传学的概念。

难点：遗传与变异的概念与关系。

第二章 染色体

动植物的细胞结构；染色体的形态特征；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过程和意义；生物的有

性生殖方式

重点：染色体形态特征；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过程及意义；有性生殖方式。

难点：减数分裂过程；有性生殖方式。

第三章 遗传学的分子基础

遗传物质 DNA的发现与证明的过程；DNA分子的结构、复制机制过程；RNA的结构

与功能；蛋白质的合成过程。

重点：DNA分子的结构、复制机制过程；RNA的结构与功能；蛋白质的合成过程。

难点：DNA分子的结构、复制机制过程；RNA的结构与功能；蛋白质的合成过程。

第四章 孟德尔定律

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的基本概念、内容、实质及验证方法；遗传学中的统计学理论

及应用；等位基因间相互作用的类型和特征及应用，非等位基因间互作的类型和原理及应用。

重点：遗传的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及其应用；遗传数据的统计及分析；Mendel定律的

扩展。

难点：二项式展开及卡方检验的应用；非等位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及应用。

第五章 连锁交换定律

连锁与交换的内容、连锁群的定义；完全连锁遗传的特点及应用；连锁与交换的遗传机

理与本质；重组值、交换值，并发率及计算，通过三点试验绘制连锁图；真菌的遗传学分析

方法及应用。

重点：连锁和交换的遗传机理；交换值的测定；基因定位和制作连锁图；三点测交的相

关计算及应用。

难点：自交群体的交换值测定；三点侧交计算及作图；两个基因的真菌的遗传分析与着

丝粒作图。

第六章 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

性别决定的类型；性别分化的定义及类型；伴性遗传的发现，类型及特点；伴性遗传的

实践应用；性别畸形的类型；性别的控制。

重点：性别决定方式；性别分化与性别决定区别；伴性遗传定义及类型。

难点：性别分化与性别决定区别；伴性遗传方式。

第七章 数量性状遗传



数量性状和质量性状的区别和联系；数量性状遗传特点的遗传学理论一多基因假说、数

量性状的遗传分析；遗传率的概念、意义、计算及其应用；近交和近交系数的计算。

重点：数量性状遗传定义；数量性状的基本统计方法；遗传率的计算。

难点：狭义和广义遗传率的计算；近亲系数的计算。

第八章 微生物遗传

细菌遗传重组的三个途径：接合、转导、转化的概念、过程、原理；细菌重组的特点，

三种不同的致育因子的相互关系，及重组、转化与转导作图；了解噬菌体的繁殖和突变型。

重点：转化、接合、性导、转导几种遗传方式及作图。

难点：重组作图、转化作图与转导作图。

第九章 染色体变异

染色体结构和数目变异的类型、定义、形成机制，染色体变异的遗传学效应及在作物遗

传育种中的作用；了解常见的人类染色体数目变异。

重点：染色体结构和数目变异的类型及遗传效应。

难点：染色体结构变异中倒位和易位的减数分裂行为；整倍体、非整倍体的类型、遗传

效应及应用。

第十章 基因突变

基因突变的概念、时期、部位和频率；基因突变的特点；基因突变的表现与检出；基因

突变的分子基础，了解 DNA损伤的类型和修复机制；表观遗传学概念及意义。

重点：基因突变的一般特点和性状表现；基因突变的变异类型和基因突变的分子机制。

难点：基因突变的外显率和表现度、基因突变的鉴定、基因突变的生物学防护与修复。

第十一章 细胞质遗传

细胞质遗传与核遗传的区别；细胞质遗传的特点；短暂的与持久的母性影响的表现；线

粒体及叶绿体细胞质遗传特点及分子基础；核质互作不育，如草履虫放毒型的遗传，作物的

雄性不育等，三系配套法育种机理；杂种优势定义及机理。

重点：细胞质遗传的概念的特点；植物雄性不育的遗传的类型和遗传特点。

难点：细胞质遗传与细胞核遗传区别；雄性不育的遗传机理；三系配套进行杂种优势的

利用。

第十二章 基因表达和调控

基因的定义及发展；真核生物基因表达与原核生物基因表达方式的区别；真核生物在基

因表达各个阶段的调控方式；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主要方式和特点，重点掌握操纵子学

说。

重点：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发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难点：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同形异位现象。

第十三章 群体遗传和生物进化



Hardy-Weinberg定律的内容及其应用；熟悉影响群体平衡的因素；了解自然群体中的遗

传多态性，并从分子水平上了解进化的理论；

重点：哈迪-温伯格定律，改变遗传平衡的因素。

难点：哈迪-温伯格定律及其应用。

第十四章 基因工程和基因组学

基因工程定义、过程；了解载体的类型；了解文库的构建方法；PCR 技术的原理及过

程。理解基因组学定义；基因组图谱的构建；功能基因组学定义及相关技术。

重点：基因工程定义及过程。

难点：基因工程过程；基因组学技术。

第十五章 人类遗传学

了解免疫遗传、肿瘤遗传的概念、类型及分子基础；了解遗传与优生。

重点：免疫遗传、肿瘤遗传的分子基础，遗传与优生。

难点：免疫遗传及肿瘤遗传的分子基础。

五、达成学习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提前引导学生预习网上学习内容，课前布置课中讨论

资料及小组作业，课中组织小组讨论，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课后自主复习并拓展。

2. 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思维导图法等多种教学方式，将先修课程与本课程联系

起来，使学生的知识形成系统或网络。

3. 寓教于乐，课堂采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将知识变得浅显易懂；利用学习通等软件，通

过抢答，投票等方式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

六、考核方式与评定方法

（一）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
方式

课程目标 1：通过各章节学习，学生要

熟悉遗传学学科发展历史，了解该门学

科发展动态，掌握遗传学的基本知识、

原理及规律，领悟普通遗传学规律的内

涵，明白遗传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的联

系。

关于遗传和变异的概念；染色体基本知识

与 DNA关系；DNA作为遗传物质的证据

及其结构与功能；遗传三大定律的实质及

与生活实践的关联；伴性遗传规律、数量

性状遗传规律、微生物遗传规律、细胞质

遗传规律实质及在生活实践中的案例；染

色体变异及在生活中的应用；群体遗传学

概念及遗传平衡定律。

课堂问答

课后作业

知识拓展与讲解

闭卷考试



（二）评定方法

1. 成绩评定

考试课程成绩采取“N+1”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 30%，其中包

括出勤（5%）、课堂问答（25%）、课后作业（40%）、知识拓展与讲解（30%）；“1”指期末

考试成绩，占比 70%。

2. 课程目标考核占比与达成度计算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
方式

课程目标 2：利用该课程线上资源及教

材，通过课前预习，学生能产生对遗传

学知识探索与求知欲望，具备自主学习

能力；再通过课堂教学的引导和启发、

小组的讨论与交流、知识的拓展等方

式，学生能具备综合思维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并能运用遗传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工、农、医等领域的实际问题；通过

课堂讲解，学生还能提高自身教学语言

表达能力。

通过遗传学的学习综合细胞生物学、生物

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学习过的知识，绘制细

胞思维导图，将细胞内外各结构及其功能

汇总；遗传学各种现象与规律实质的理解

与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遗传学不同遗传

现象的区别与鉴定；小组关于染色体、

DNA知识拓展部分的讲解。

课堂问答

课后作业

知识拓展与讲解

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3：通过遗传学中科学家们的

故事和生活中实际案例等，使学生具有

正确的生命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理念；

通过对科学研究过程的了解，使学生树

立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具有献身科研

事业的精神。

遗传学发展历程中科学家的故事；遗传规

律发现的历程及意义；遗传学发展最新进

展；遗传学知识中蕴含的正确生命观、人

生观及价值观的启发与讲解。

出勤

课堂问答

知识拓展与讲解

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4：通过课堂练习、课后作业、

绘制思维导图等方式提高学生学习中

善于发现问题，反思问题的能力；通过

小组活动增强学生沟通、协作能力。

自然界中各种遗传现象引发的思考；小组

讨论生活实践中遗传规律的应用；科学家

科研思维的探讨。

课堂问答

课后作业

知识拓展与讲解

闭卷考试

考核环节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过程性考核 平时成绩
（30%）

出勤 （5%） 5分

课堂问答（25%） 根据考核占比折合成分数共 25 分

课后作业（40%） 根据考核占比折合成分数共 40 分

知识拓展与讲解
（30%）

根据考核占比折合成分数共 30 分

终结性考核
期末成绩
（70%）

闭卷考试 100 分，各课程目标根据考核实际情况而定

课程达成度 分目标达成度=∑各考核环节样本总均分/总分*权重（总达成度以分目标最小值确定）



（三）评分标准

1.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能准确地回答

出遗传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

论；能根据遗传

普遍定律准确

得出结论；能根

据遗传学基本

知识正确判断

正误。

能较准确地回

答出遗传学的

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能根

据遗传普遍定

律较准确得出

结论；能根据

遗传学基本知

识较准确判断

正误。

能回答出遗传

学 的 基 本 概

念、基本理论

的重要点；能

根据遗传普遍

定律得出基本

正确结论；能

根据遗传学知

识判断正误基

本正确。

能简单回答出

遗传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

论；能根据遗

传普遍定律得

出大部分正确

结论；根据遗

传学知识判断

正误有一定错

误率。

遗传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

论知识点回答

较差；不能根

据遗传普遍定

律得出正确结

论；根据遗传

学知识判断正

误错误率大。

课程目标 2

能准确利用所

学遗传学知识

及规律设计实

验方案；能对相

似遗传现象准

确对比及表述，

并能准确利用

遗传知识进行

计算及解决实

际案例问题。

能较准确利用

所学遗传学知

识及规律设计

的实验方案；

能对相似遗传

现象较准确对

比及表述，并

能较准确利用

遗传知识进行

计算及解决实

际案例问题。

利用所学遗传

学知识及规律

设计实验方案

可行；能综合

表述遗传学重

要知识点；利

用遗传知识进

行计算及解决

实际案例问题

大部分正确。

利用所学遗传

学知识及规律

设计实验方案

基本可行；对

所学知识综合

表 述 基 本 正

确，利用遗传

知识进行计算

及解决实际案

例问题基本正

确。

不能很好利用

所学遗传学知

识及规律设计

实验方案；对

所学知识综合

表 述 不 太 正

确，利用遗传

知识进行计算

及解决实际案

例问题能力较

差。

课程目标 3

能准确回答出

遗传现象的发

现者及遗传学

现象发现的意

义；能准确答出

科学家对于遗

传学知识在实

践中的应用情

况。

能较准确回答

出遗传现象的

发现者及遗传

学现象发现的

意义；能重点

性的答出科学

家对于遗传学

知识在实践中

的应用情况。

能较准确回答

出遗传现象的

发现者及遗传

学现象发现的

意义；科学家

对于遗传学知

识在实践中的

应用情况重要

点能回答出。

能基本回答出

遗传现象的发

现者及遗传学

现象发现的意

义；科学家对

于遗传学知识

在实践中的应

用情况的基本

点能回答出。

回答不出遗传

现象的发现者

及遗传学现象

发现的意义；

科学家对于遗

传学知识在实

践中的应用情

况未能答出。

课程目标 4

能对试卷中主

观性题积极思

考并反思，准确

用遗传学知识

解释问题。

能对试卷中主

观性题思考并

反思，较准确

用遗传学知识

解释问题。

能对试卷中主

观性题思考并

反思，基本正

确用遗传学知

识解释问题。

能对试卷中主

观性题思考，

简单用遗传学

知 识 解 释 问

题。

不能对试卷中

主观题思考并

反思，未能准

确用遗传学知

识解释问题。



2. 平时成绩评分标准

等级

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出勤 课堂问答 课后作业
知识拓展

与讲解

90-100 分

（优）

课程目标1

课堂中积极回答问题，

能准确地回答出提问

的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能准确描述遗传普

遍定律。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好，书

写工整，准确

率达到 90%以

上。

能全面绘制

遗传物质的物质

基础和分子基础

思维导图；能积

极查阅文献开阔

学习视野。

课程目标2

课堂中能根据老师引

导积极思考与反思，能

很好的综合先修课程

与遗传学中的知识；对

于课中探索性问题总

是积极思考与回答，综

合思维能力强。

课后作业计算

题步骤完整，

结果正确率高

达 90%以上；

逻辑思维题思

路清晰，答案

准确。

综合思维能力、

逻辑判断能力

强，对于遗传学

教材之外的知识

讲解清楚，制作

课件内容详实。

课程目标3

按时上课，基

本不迟到不早

退，遇事请假

次数不超过 2

次，无故不到

0 次

能深刻体会科学家们

奉献精神，并能积极探

索科学家们发现遗传

规律的过程，有积极向

上学习态度。

能查阅丰富的科

学家的生平与对

遗传学的贡献资

料；讲解课外知

识时具有正确的

价值观。

课程目标4

能积极思考与反思课

堂中的问题；小组协作

能力强，积极主动配合

完成课堂任务。

能积极思考与

反思课后习题

解答途径，并

能积极与同学

商讨，给同学

解答。

对知识拓展部分

内容能积极思考

与反思；小组协

作能力强，积极

主动配合完成任

务。

80-89 分

（良）

课程目标1

课堂中积极回答问题，

能较准确地回答出提

问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能较准确描述遗传

普遍定律。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较好，

书写较工整，

准 确 率 达 到

80%以上。

能较全面绘制遗

传物质的物质基

础和分子基础思

维导图；能较积

极查阅文献开阔

学习视野。

课程目标2

课堂中能根据老师引

导积极思考与反思，能

较好的综合先修课程

与遗传学中的知识；对

于课中探索性问题总

是积极思考与回答，综

合思维能力较强。

课后作业计算

题 步 骤 较 完

整，结果正确

率 达 80% 以

上；逻辑思维

题 思 路 较 清

晰，答案较准

确。

综合思维能力、

逻辑判断能力较

强，对于遗传学

教材之外的知识

讲解清楚，制作

课件内容较详

实。



等级

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出勤 课堂问答 课后作业
知识拓展

与讲解

80-89 分

（良）
课程目标4

较能积极反思课堂中

的问题；小组协作能力

较强，能积极配合完成

课堂任务。

能较积极思考

与反思课后习

题解答途径，

也能较积极与

同学商讨，给

同学解答。

对知识拓展部分

内容较能积极思

考与反思；小组

协作能力较强，

积极主动配合完

成任务。

70-79 分

（中）

课程目标1

课堂中回答问题次数

不多，但能较准确地回

答出提问的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能较准

确描述遗传普遍定律。

课后作业习题

基本完整，书

写基本工整，

准 确 率 达 到

70%以上。

能绘制遗传物质

的物质基础和分

子基础思维导

图，但不全面；

查阅文献积极性

不高，资料较少。

课程目标2

课堂中能根据老师引

导思考与反思，能综合

先修课程与遗传学中

的大部分知识；对于课

中探索性问题思考与

回答不太多，有一定的

综合思维能力。

课后作业计算

题步骤基本完

整，结果正确

率达到 70%以

上；逻辑思维

题思路基本清

晰，答案不全

面。

有一定的综合思

维能力、逻辑判

断能力，对于遗

传学教材之外的

知识能讲解，制

作课件内容不太

丰富详实。

课程目标3

偶有迟到或早

退，遇事请假

次数不超过 6

次，无故不到

次数不超过 4

次

能体会科学家们奉献

精神，探索科学家们发

现遗传规律过程的主

动性较差，学习态度较

端正。

查阅科学家的生

平与对遗传学的

贡献资料不太丰

富；讲解课外知

识未能很好体现

积极的情感。

课程目标4

思考与反思课堂中的

问题积极性不太高；能

积极配合完成小组任

务，但主动性不强。

能思考课后习

题解答途径，

但不能很好反

思，与同学商

讨及给同学解

答 积 极 性 不

高。

基本能对知识拓

展部分内容进行

思考；具有一定

的小组协作能

力，配合完成任

务积极性不太

高。

60-69 分

（及格）

课程目标1

课堂中基本不回答问

题；对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的回答不很准确；

描述遗传普遍定律不

全面。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较差，

书写不工整，

准确率较低。

能简单绘制遗传

物质的物质基础

和分子基础思维

导图；查阅文献

资料内容简单。

课程目标2

课堂中能跟着老师引

导思考但回答问题不

积极，综合先修课程与

遗传学中的知识能力

不强；对于课中探索性

问题思考较少，综合思

维能力较差。

课后作业计算

题步骤完整性

较差，结果正

确率不高；逻

辑思维题思路

不太清晰，答

案准确率低。

综合思维能力、

逻辑判断能力较

差，对于遗传学

教材之外的知识

讲解不太清楚，

制作课件内容简

单。



等级

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出勤 课堂问答 课后作业
知识拓展

与讲解

课程目标4

思考与反思课堂中的

问题积极性差；配合小

组完成课堂任务主动

性差。

课后习题解答

途径反思能力

较差，不太愿

意 与 同 学 商

讨，给同学解

答。

对知识拓展部分

内容思考与反思

积极性较差；基

本能配合完成小

组任务。

0-59 分

（不及格）

课程目标1

课堂不回答问题，回答

不出提问的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遗传普

遍定律。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差，书

写凌乱，准确

率低。

基本未能绘制出

遗传物质的物质

基础和分子基础

思维导图；未能

查阅相关文献。

课程目标2

课堂中不能积极思考

与回答，综合知识的能

力较差；对于课中探索

性问题回答少或不回

答，综合思维能力差。

课后作业计算

题 步 骤 不 完

整，结果正确

率太低；逻辑

思维题思路不

清晰，答案错

误率高。

综合思维能力、

逻辑判断能力

差，对于遗传学

教材之外的知识

讲解思路不清，

制作课件内容太

简单。

课程目标3

无故不到次数

达 10 次以上，

也就是超过课

时 的 1/3 不

到，按学校规

定取消考试资

格

对科学家们奉献精神

的体会不深，不愿意探

索科学家们发现遗传

规律过程，学习态度不

太端正。

查阅科学家的生

平与对遗传学的

贡献资料太简

单；讲解态度不

端正。

课程目标4

不积极思考课堂中的

问题；小组协作能力

差，未能很好完成小组

任务。

课后习题解答

途径反思能力

差，不愿意与

同学商讨，给

同学解答。

对知识拓展部分

内容思考较少；

小组协作能力

差，未能完成小

组分配任务。

七、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 姚志刚, 赵风娟. 遗传学.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6

（二）主要参考书：

[1] 戴豪勒斯（Deyholos，M.K.）, 王傲雪, 张健编. 遗传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9

[2] 刘庆昌. 遗传学(第二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1

[3] 刘祖洞, 乔守怡, 吴燕华. 遗传学(第 3版). 北京: 高教出版社.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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