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生物学》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NANA2049 
课程名称：  普通生物学 
英文名称：  General Biology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 3 学分/54 学时 
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期中成绩+期末成绩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适用专业：  纳米材料与技术 
先修课程：  纳米材料表征技术 
后续课程：  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开课单位：  纳米科学技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汪超 
大纲执笔人：汪超 
大纲审核人：殷黎晨 
选用教材：  Campbell Biology (10th Edition), ISBN-13: 978-0321775658 和补充的自编讲义 
 
一、课程目标 

这是一门入门级的生物学课程。本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基本的生物学概念，使他们了解不同学科

的生物科学(如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等)，并为他们准备更先进的生物学课程。通过

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1. 了解生物学的基本现象、事实、规律、定义、概念和理论;学习生物学术语、词汇。了解主要生物学

科的范围（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2. 正确利用生物学知识处理信息，在信息和知识之间建立联系，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模式（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1-2） 
3. 能应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辨识和表述纳米科技领域复杂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基本要素。

搜索同行评议的文献，阅读、总结和呈现信息，能进行假设和设计实验（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1） 
二、教学内容 
    包含 5 个生物学基本章节，共 54 学时；每个章节相对独立，层层递进，且都能与 3 个课程目标相对应。 

1. 绪论 
内容 
1. 课程结构 

了解本课程的结构、要求及评估方法。 
2. 生命与生物学概论 

学生了解生命的 7 个特征和生物科学的主要学科 
3. 综述近年来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以传染病和癌症为例，回顾这两种疾病的治疗进展。综述了再生医学、基因编辑、基因测序和合成生物

学的研究现状。 
4. 介绍科学方法、假设 

学生了解获取科学数据和证明或证伪假设的两种主要方法。 
要求学生了解以下问题： 
1. 生命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2. 定量科学和定性科学有什么区别?给出一些例子。 



3. 提出一个假设来探究一个问题，尝试思考一些实验步骤来验证这个假设。 
 

2. 生命中的化学 
内容 
1. 生命的化学环境 

学生了解生活的主要元素。快速复习物质、元素、化学键的概念 
2. 水和生命 

水分子中的极性共价键形成氢键;水的四个突现特性决定了地球是否适合生命存在;概念的酸性和碱性

条件。 
3. 碳和生命的分子多样性 

碳原子可以通过与其他四个原子结合而形成不同的分子;一些化学基团是分子功能的关键。 
4. 大的生物分子的结构和功能 

大分子是由单体构成的聚合物;四种不同生物分子的性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和核酸。蛋白质结

构的四个层次。 
要求学生了解以下问题： 
1. 生命中最丰富的四种元素是什么? 
2. 为什么水对生命如此重要? 
3. 熟悉主要化学基团的名称及功能(羟基、羰基、羧基、氨基、巯基、磷酸基、甲基) 
4. 脂质不是大分子 
5. 多糖、蛋白质和核酸的基本成分是什么?单体是如何生成聚合物的? 
6. 蛋白质结构的四个不同层次是什么? 

 
3. 细胞 

内容 
1. 观察细胞 
学生知道主要细胞结构及其功能的名称。 
2. 膜结构与功能 
了解细胞膜的结构和流体镶嵌模型;选择性渗透;被动扩散、便利运输和主动运输;通过胞吐和内吞作用进行散

装运输。 
3. 新陈代谢概论 
自由能的变化决定了反应是否自发;酶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功能。 
4. 细胞呼吸和发酵 
糖酵解、三羧酸循环和发酵的过程。 
5. 细胞通讯 
信号转导过程:接收、转导和响应。GPCR、RTK 和离子通道的转导过程。细胞凋亡的概念。 
6. 细胞周期 
细胞周期的主要阶段。有丝分裂期的 5 个阶段及其特点。 
要求学生了解以下问题： 
1. 哺乳动物细胞的主要结构名称和功能 
2. 细胞有多少种运输方式，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3. 胞饮作用、吞噬作用与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有何不同? 
4. 糖酵解和 TCA 循环产生多少 ATP 分子? 
5. GPCR、RTK 或离子通道信号转导的主要过程是什么? 
6. 描述有丝分裂期五个不同阶段的关键事件。 



 
4. 分子遗传学 

内容: 
1. 减数分裂和性生活周期 
减数分裂中的关键事件和阶段;以及它在进化中的作用。 
2. 孟德尔和基因理论 
孟德尔总结出两种遗传规律;许多人类特征遵循孟德尔模式遗传;在现实生活中，遗传模式往往比简单的孟德

尔遗传学预测的要复杂。 
3. 遗传的染色体基础 
Morgan 证明孟德尔遗传在染色体行为上有其物理基础;性别相关基因的独特遗传;遗传图谱和物理图谱;染色

体数目或结构的改变引起一些遗传疾病。 
4. 遗传的分子基础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DNA 复制过程;染色体由 DNA 分子和蛋白质组成 
5. 基因表达从基因到蛋白质 
基因通过转录和翻译指定蛋白质;mRNA 的转录和修饰;翻译是 rna 导向的多肽合成;一个或几个核苷酸的突变

可以影响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6. 基因表达调节 
调节基因表达的细菌操纵系统;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在 5 个阶段受到调控;非编码 RNA 在控制基因表达方面

具有多重作用;癌症是由影响细胞周期控制的基因变化引起的。 
7. 病毒 
病毒由被蛋白外壳包围的核酸组成;病毒只在宿主细胞中复制;病毒、类病毒和朊病毒是动植物体内可怕的病

原体。 
要求学生了解以下问题： 
1. 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有什么区别? 
2. 利用孟德尔遗传定律来计算简单的遗传问题 
3. 物理映射和链接映射之间有什么区别? 
4. 性相关遗传与常染色体相关遗传有何不同? 
5. 描述细菌和真核细胞的 DNA 复制过程 
6. 描述色氨酸操纵子和乳糖操纵子。 
7. 噬菌体的两个不同的生命周期是什么? 
8. 描述表达式克隆的过程。 
9. 描述 PCR 的机制和桑格测序技术。 

 
5. 生物技术 

内容 
1. DNA 克隆和 DNA 文库 
如何利用 DNA 文库技术保存和扩增基因组和 mRNA 信息。如何通过表达克隆筛选已知表型的未知基因。 
2. PCR 及测序技术 
PCR 技术的原理及多种形式的应用。桑格测序是如何工作的。Sanger 测序和 illumine next-gen 测序技术有什

么区别? 
3. 利用 RNAi 研究基因功能;介绍 microRNA 和干细胞 
简要介绍 RNAi 和 microRNa 及其作用机制。介绍干细胞的概念及其在再生机械中的潜在应用。 
要求学生了解以下问题： 
1. DNA 和 cDNA 文库有什么区别? 



2. 描述表达式克隆的过程 
3. 如何在 qPCR 中使用 delta-CT 方法计算相对 mRNA 丰度 
4. RNAi 和 microRNA 有什么区别 

 
 

三、考核方式 
    每个实验项目分为四个过程考核：预习（视频学习+预习报告），实验操作，实验报告；考核内容主要包

括：文献调研、实验设计、安全规范、实验技能、团队合作、数据收集和处理、结果分析和讨论、方案优化、

实验报告撰写等，课程目标与考核内容及方式的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1. 了解生物学的基本现象、事实、规律、定义、

概念和理论，学习生物学术语、词汇。了解主要

生物学科的范围（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生物学的基本现象、事

实、规律、定义、概念

和理论的掌握。 

视频学习，预

习，课堂提问

和讨论，闭卷

考核。 
2. 正确利用生物学知识处理信息，在信息和知

识之间建立联系，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模

式。（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 

将利用生物学基本现

象、事实、规律、定义、

概念和理论解释现实

生活现象的能力。 

视频学习，预

习，课堂提问

和讨论，闭卷

考核。 
3. 能应用生物科学的基本原理，辨识和表述纳

米科技领域复杂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基本要素。搜

索同行评议的文献，阅读、总结和呈现信息，能

进行假设和设计实验。（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
1） 

文献阅读和理解能力，

实验设计和进行假设

的能力。  

文献阅读，针

对问题论述，

课堂讨论和闭

卷考核。 

 
成绩评定方法： 
闭卷考核，平时成绩（包括文献阅读和问题论述） 
 
学生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40%）+期中成绩（30%）+期末成绩（30%） 
 

 平时成绩权重 期中成绩权重 期末成绩权重 
课程目标 1 0.2 0.2 0.2 
课程目标 2 0.2 0.4 0.4 
课程目标 3 0.6 0.4 0.4 

 
课程目标（即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的分目标达成度=（平时成绩平均分*平时成绩权重*0.4+期中成绩平均分*期中成绩权重*0.3+期末成绩

平均分*期末成绩权重*0.3）/ (100*平时成绩权重*0.4+100*期中成绩权重*0.3+100*期末成绩权重*0.3） 
 
 
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90-100  

（优秀） 
75-89  

（良好） 
60-74  

（及格） 
0-59  

（不及格） 
1. 了 解 生 物

学的基本现象、

针对生物学基

本现象、事实、

针对生物学基

本现象、事实、

针对生物学基

本现象、事实、

对生物学基本

现象、事实、规



事实、规律、定

义、概念和理论;
学习生物学术

语、词汇。了解

主要生物学科

的范围 

规律、定义、概

念和理论，能够

准确描述，系统

地掌握生物学

基本现象、事

实、规律、定义、

概念和理论，并

了解生物学科

基本范畴。 

规律、定义、概

念和理论，能够

部分描述，部分

的掌握生物学

基本现象、事

实、规律、定义、

概念和理论，并

基本了解生物

学科基本范畴。 

规律、定义、概

念和理论，能够

大致描述，基本

掌握生物学基

本现象、事实、

规律、定义、概

念和理论，并一

般了解生物学

科基本范畴。 

律、定义、概念

和理论，出现基

本概念错误，无

法掌握生物学

基本现象、事

实、规律、定义、

概念和理论，并

不了解生物学

科基本范畴。 

2. 正 确 利 用

生物学知识处

理信息，在信息

和知识之间建

立联系，解释现

实生活中的现

象和模式 

能灵活运用生

物学的基本现

象、事实、规律、

定义、概念和理

论，分析判断现

实生活中的现

象和模式，准确

利用生物学知

识处理信息，在

信息和知识之

间建立联系。 

能部分运用生

物学的基本现

象、事实、规律、

定义、概念和理

论，分析判断现

实生活中的现

象和模式，较准

确的利用生物

学知识处理信

息，在信息和知

识之间建立部

分联系。 

能大致运用生

物学的基本现

象、事实、规律、

定义、概念和理

论，分析判断现

实生活中的现

象和模式，在老

师的协助下利

用生物学知识

处理信息，在信

息和知识之间

建立部分联系，

但不够准确。 

利用生物学的

基本现象、事

实、规律、定义、

概念和理论，难

以分析判断现

实生活中的现

象和模式，在信

息和知识之间

建立部分联系，

但难以合理运

用。 

3. 能 应 用 自

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

理，辨识和表述

纳米科技领域

复杂问题的关

键环节和基本

要素。搜索同行

评议的文献，阅

读、总结和呈现

信息，能进行假

设和设计实验。 

能够通过搜索

同行评议的文

献，阅读、总结

和呈现信息，分

析和假设问题，

并合理设计实

验进行验证。 

基本能够通过

搜索同行评议

的文献，阅读、

总结和呈现信

息，分析和假设

问题，并较准确

的设计实验进

行验证。 

在教师协助下

基本能够通过

搜索同行评议

的文献，阅读、

总结和呈现信

息，分析和假设

问题，并设计实

验进行验证，但

存在缺陷。 

未能很好掌握

通过搜索同行

评议的文献，阅

读、总结和呈现

信息，分析和假

设问题的能力，

不能通过设计

实验进行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