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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研讨课的教学设计与改革：以“进化论
的危机与挑战”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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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为大学一年级新生设计的研讨类课程《进化论的危机与挑战》，从教学设计与实施、教

学策略与方法、课程评价体系构建、思政元素融入及教学方法的可拓展性方面切入，探讨如何通过教学

设计与教学改革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跨学科综合素养，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同时为其他类似课程的设计与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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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of Evolution Theor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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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eminar course “Crisis and Challeng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designed for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Star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scalability of teaching methods, it explores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literacy through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reform, which can help enhanc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reform of other simi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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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教育的核心任务是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批

判性思维，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许多传统学科知识体系正面临新挑战。[1]作为生

命科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进化论不仅揭示了生物多

样性形成的机制，也为遗传学、生态学和生物医学

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然而，随着表观遗传

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达尔文传统进

化论的某些观点面临了科学争议，甚至被质疑是否

已不适应当代科学的发展。《科学教育国际报告》

（2021年）指出，在接受调查的15个国家中，超过

65%的中学生对进化论的理解存在概念性误区，例

如对自然选择机制的认识过于简化，甚至认为进化

是“有目的”的。[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面向

全校新生，开设了“进化论的危机与挑战”这一跨

专业选修课。跨专业开设进化论课程的意义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培养批判性思维与科学精神

进化论课程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授科学事实，还

在于通过引导学生探讨进化理论中的争议性问题，

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学生

需要综合评估传统进化理论的优势与局限，深入理

解表观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新兴科学的发展如

何丰富或挑战进化论的核心观点。这种批判性分析

的过程，使学生学会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独立形成

观点，避免盲从权威，勇于质疑并追求更全面的理

解。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并不局限于生命科学领

域，还能帮助学生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运用

科学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工具，找到平衡多方利益的

理性解决方案。

1.2  跨学科视角的构建

进化论不仅是一门生物学课程，更是一个涵

盖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哲学

等多个学科交叉内容的知识体系。[3]通过学习进

化论，学生不仅能够深入理解生物体起源、变化

与多样性形成的科学规律，还可以领悟不同学科

之间相互联系与融会贯通的重要性。这种课程以

科学为基础，同时引导学生从历史、文化、伦理

等角度思考，培养他们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此外，这种跨学科的学习视角能够

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激发创新思维，为未来适应

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解决综合性问题提供必要

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论指导。正因为如此，跨学科

的学习方式成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和满足未来社会

需求的重要途径。

1.3  应对科学争议与社会问题
进化论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常常伴随各种社会

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科学本身的复杂性，还反

映了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例如，

部分群体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与某些宗教

教义或伦理观念相冲突。这种情况凸显了科学教育

的重要性，教育工作者需要以科学事实和严谨的逻

辑为基础，澄清误解，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理论的真

实性与局限性，并认识到科学与信仰、文化之间可

以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

通过课程教学，学生能够学习如何正确看待科

学理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理解科学的解释力并认

识到其独立于意识形态的特性。这种理解不仅能帮

助学生避免对科学的误解与误用，还能提升他们的

科学素养，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能够用

理性和包容的态度进行分析与交流。

2  教学设计与实施

本课程以“进化论的危机与挑战”为主题，旨

在全面探索进化论的核心理论、科学争议及未来发

展方向，帮助学生建立系统性和批判性的科学思维

能力。课程围绕六个核心议题展开，从经典进化理

论的基本框架到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再到未来研

究的潜力，逐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进化论领域的前

沿问题与多学科交叉热点。

课程采用小班化、专业化教学模式，每学期

开设一个仅限30名学生的小班，由三位分别在遗传

学、表观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具有深厚研究背

景和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组成教学团队，为学生提

供多维度的指导。课程师生比例控制在1:10以内，

以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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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这种高质量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对科

学研究的兴趣，还为他们提供了接触学术前沿与培

养批判性思维的宝贵机会。

课程结构与主题设置如下表1表1：

3  教学方法与策略

每个主题均配备背景讲座，为学生提供必要

的知识框架和学术导向。例如，在 Topic 2 中，教

师通过主题讲座讲解 DNA 甲基化的基本机制及其

在表观遗传学中的关键作用，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科

学概念。随后，学生需在课前阅读指定文献，初步

掌握 DNA 甲基化与遗传调控的关联，并思考其对

传统进化论模型的潜在冲击。课堂环节则以讨论和

案例分析为主，学生通过分组合作分析具体的表观

遗传现象（如环境诱导的基因表达变化），评估这

些现象如何挑战达尔文式渐变进化模型。教师在此

过程中引导学生批判性地思考，综合分析多学科证

据，鼓励提出创新性观点。

课程充分融入问题导向学习（PBL）方法，激

发学生的自主探索与批判性思维。例如，在 Topic 
5 中，通过 PBL 模式，引导学生深入探讨“生命的

必然性”这一跨学科问题。学习过程从一个核心问

题出发：“生命的起源和进化是偶然还是必然？” 
学生被分为四个小组，在教师指导下，通过文献阅

读、数据分析和跨领域讨论，探索这一问题的科学

证据与哲学解读。科学层面，学生将收集物种进

化、分子自组装等生命起源的实验数据，并分析条

件重复性原则对生命不可避免性的支持。最后现从

哲学层面，结合科学材料，讨论决定论、偶然性与

自由意志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读。

课堂设计注重学生主导的汇报与辩论，通

过多样化的互动形式，如角色扮演和专题辩论，

全面提升学生的学术能力和思维素养。在此过程

中，教师通过提问和引导，帮助学生深入反思与

总结，促使他们从科学和哲学两个视角全面审视

问题，同时发展团队合作、逻辑思辨与创新表达

等综合能力。

角色扮演与辩论活动是课程的亮点，针对不同

主题进行精心设计：

Topic3：学生分组扮演“自然选择支持者”

和“随机性支持者”，围绕生物进化的主导机制展

开辩论。自然选择方将通过展示经典进化案例（如

伪装与捕食关系）强调适应性驱动的力量；而随机

性方则运用突变率与中性理论的数据支持随机漂变

的关键作用。在辩论中，学生锻炼逻辑推理能力，

同时通过质疑与回应提升科学表达技巧。

Topic6：课堂以跨学科对话为核心，学生分别

扮演科学家（如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如决定论支持者、现象学倡导者），共同讨论“生

命的意义”这一深刻主题。科学家角色需展示前沿

研究如何揭示生命本质，而哲学家角色则引入对存

在与价值的思考，鼓励学生超越单一学科的视角进

行批判性分析。

课程最后两周以综合项目为核心，旨在检验学

表1.表1. 课程结构与主题设置

主题 内容

Topic 1：进化论是否已被

最新科学发现推翻

本主题在课程开篇时引入，结合近年的科学进展（如分子进化、表观遗传学等），探讨是否有新的发现挑战

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观点。通过这一主题，学生将初步认识进化论的动态性和科学争议。

Topic 2：表观遗传是对达

尔文进化论的挑战吗

这一主题集中讨论表观遗传学的新发现，例如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如何影响性状遗传，是否对传统的突

变与自然选择模型构成补充或挑战。学生将通过案例研究深入分析表观遗传学的意义。

Topic 3：“适者生存”还

是“幸者生存”

本主题聚焦进化过程中的偶然性与选择性，启发学生思考生物适应性的本质。通过模拟实验（如基于随机突

变的模拟进化游戏），学生可以亲身体验随机性在进化中的作用。

Topic 4：演化是渐进的还

是突变的

本主题结合“渐进主义”和“间断平衡”两种演化模式的争论，探讨物种演化是缓慢积累还是突变跃迁的结

果。学生将通过分析具体的化石记录和遗传数据形成自己的观点。

Topic 5：生命的起源是偶

然还是必然

在这一主题中，课程将讨论生命起源的不同假设，包括“化学进化假说”“外源论”等，同时结合进化论对

生命多样性形成的解释，鼓励学生探讨生命起源的哲学意义。

Topic 6：进化有没有方向

和终点

本主题通过分析“进化方向性”的科学和哲学观点，探讨生命演化是否有明确的方向。课程将结合人类智能

进化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进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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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整个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培养他们跨学

科综合应用的能力。学生将基于课程体系，自主设

计并完成一个原创性课题，探讨人类活动如何改变

物种进化轨迹。学生结合自身的学术兴趣和专业背

景，选择具体的案例（如城市化对物种多样性的影

响、农业活动对基因流动的干预、或气候变化对适

应性选择的驱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性文献

回顾，梳理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提出具有科学依

据的原创性见解。最后在综合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撰写一篇无主题课程论文，阐明研究思路、方法、

数据及结论，体现其在科学逻辑、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方面的提升。

4  课程思政设计：培养科学精神与责
    任意识

在《进化论的危机与挑战》课程中，我们还加

入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科学精神、社会责任与人

文关怀的培养，旨在通过科学争议问题的探讨，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例如，在Topic 
6中，课程引导学生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

的深远影响，如工业化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农

业化对物种演化的选择性压力等。通过案例分析，

如工业革命时期的“桦尺蛾工业黑化现象”以及现

代农业中抗药性杂草的进化，学生不仅理解人类活

动对进化过程的深远作用，还反思科学技术的双刃

剑效应。[4]
同时，课程通过讨论“人类在地球生命共同

体中的角色”，帮助学生建立生态文明观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例如，在课堂辩论中，学生围绕“

进化是否有方向性”和“人类的干预是进步还是

破坏”等问题展开讨论，从科学事实与哲学思考

中提炼出责任意识与价值判断。通过这样的设

计，学生能够认识到作为现代社会一员，应如何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贡

献自己的力量，体现了科学教育与德育培养的有

机结合。

5  课程评价体系改革

1.课堂表现：根据学生在课堂讨论、汇报及项

目设计过程中的主动性、团队合作能力及学术深度

进行评分。

2.讲台汇报：学生需在课堂上展示项目成果，

通过口头报告和问答环节，接受同学和教师的多方

反馈，评估其沟通能力和学术表达水平。

3.课后成果：最终提交课程论文作为总结性评

价依据，重点考核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整合能力和项

目创新性。

通过课堂互动、讲台展示与课后研究成果三

位一体的评价模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知识应用能

力，也帮助他们建立了科学研究的系统思维。

6  讨论与启示
6.1  教学设计的可推广性

本课程的教学设计不仅适用于生物学相关课

程，还可推广至其他探讨科学争议性问题的课程，

例如“人工智能伦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等。通过推广这种教学设计，可以激发学生对复杂

问题的兴趣，培养他们从科学、伦理与社会多维度

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应对未来多领域挑战做好充分

准备。[5]

6.2 跨学科教育的必要性

通过多学科内容整合和实践，学生能够全面认

识到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种跨学科的学

习方式不仅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还促使

他们理解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单一学科的探索，而是

多个学科知识与方法的融合与交织。无论是在进化

论、人工智能伦理，还是气候变化等领域，现实世

界中的许多问题都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范畴，而是

涉及到生物学、物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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