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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引入%进化生物学&课堂教学的探索

...以缅甸琥珀研究成果运用为例

梁飞扬
"湖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湖南 湘潭 "!!#$!$

摘4要!进化生物学是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学科&生物进化思想涉及生物科学专业的各门课程% 科研成果转化为本

科教育资源对本科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以缅甸琥珀为例&采用案例教学和8]=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将科研成果引入进化

生物学课堂&符合进化生物学的学科特点&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调动学习主动性&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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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是高校不可分割的

两大职能#也是衡量高校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指

标) 科研成果与教育教学是密切相关的#教师上

课所教授的内容实际上也是教材编写之前的科研

成果#因此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就造成学生获

得的课堂知识与当代前沿知识有一定的断层'!(

)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补充

教材的不足#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学科前沿#体会创

新思维#可以直观地了解科研是如何进行的+科研

成果是如何产生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和创新创造能力)

!+*7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标志着以

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诞生) 经过一百多

年的发展#进化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由一

个理论成为一门现代科学,,,进化生物学#进化

论的思想也融入了生命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

中) 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医学和

健康+农林牧渔业生产+生物技术以及全球变化#

甚至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

进化生物学主要研究生物界演化与发展规

律#不仅从生物组织的不同层次揭示进化的原因#

也从时间上追溯进化过程) 进化生物学综合了古

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是这

些学科研究成果的高度总结'%

3

"(

) 由此可见#进

化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与很多生物

学相关专业的本科教学内容有很强的关联性) 本

科进化生物学课程是生命科学专业的专业课#学

习这门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强化已经学习的生物学

知识*掌握与进化生物学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内容*

理解生命活动的规律和生命的起源*知晓进化生

物学在社会发展+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培养

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和个人能力'*(

)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琥珀是一种名贵的有机

宝石#因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也成为不同领域的科

学家非常感兴趣的研究材料) 琥珀实际上是一类

化石#是远古树木分泌的树脂#埋于地下#经历多

种地质作用变成了-树脂的化石.) 地质学工作

者可以通过琥珀对其产地的矿床+沉积物及地质

性质进行研究) 另外#树脂是可以流动的#因此古

代树脂在活动过程中可能会将周边的昆虫包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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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形成了今天的-虫珀.) 琥珀中的内含生物除

了昆虫等小型无脊椎动物#还有脊椎动物以及植

物等'1(

) 琥珀内含物通常比较完整#保存了很多

生物结构#为生物演化提供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古

生物研究材料#具有非常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目

前#世界上已知的琥珀产地主要是波罗的海沿岸

国家+俄罗斯+法国+西班牙+缅甸+多米尼加共和

国及中国等国家)

!4缅甸琥珀的知识

缅甸琥珀"]PRMLNLAMVLR$主要产自缅甸北

部克钦邦密支那";S(K0S(/A$到德乃"9A/A($一带

的胡康山谷"DP0A@/BoAIILS$#是亚洲最大的琥

珀产地之一#其内含生物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白

垩纪生物群之一) 结合近海环境+琥珀内含物和

火山碎屑等因素#通过锆石进行 ?

3

8V 同位素定

年#得出缅甸琥珀的地质年龄是 7+)27q$)1# ;A#

该时代被称为-白垩纪中期.

'2(

)

!)!4缅甸琥珀的主要成分

琥珀是-树脂化石.#颜色从白色到黑色均

有#典型的颜色为红棕色#含有不同深浅的黄色+

红色和橙色#透明到不透明状均有#通常来源于

松+杉+柏等针叶植物'2(

) 利用!%

C核磁共振波谱

和!

D核磁共振波谱对琥珀及现代植物树脂进行

对比分析发现#缅甸琥珀树脂可能来源于南洋杉

科"6RAP.AR(A/.LAL$贝壳杉属"!3&6;25$树木#主要

成分是-规则构型类半日花烷萜类.聚合物#不含

琥珀酸'+

3

7(

)

!)#4缅甸琥珀的内含物

琥珀中含有非常多的远古动植物#而且这些

动植物与琥珀的形成处于同一时期#因此#琥珀也

被称为-时空胶囊.#而且其中保存的动植物具有

非常丰富的细节#对研究动植物的演化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缅甸琥珀中发现的古动物主要为节肢动物#

已知 11目 *$+科 ++!属 ! ##%种#大部分是昆虫#

也有一些脊索动物#比如两栖类+鸟类以及非鸟恐

龙等'!$

3

!#(

) 除了动物之外#有一些植物也在缅甸

琥珀中被发现#比如被子植物的花朵+苔藓类植物

的子叶以及蕨类植物孢子囊叶片'!%(

) 除了独立

的生物个体之外#缅甸琥珀内含物还涉及昆虫行

为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比如昆虫携带花粉+昆虫的

捕食+昆虫的社会性+昆虫的寄生等#展现了非常

丰富的古生态现象'!!(

) 通过琥珀内含物我们可

以直观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生物#这些生物记录是

研究生物进化的重要证据)

#4缅甸琥珀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方式

进化生物学的科研成果涉及面广泛#很多科

研成果的理解需要对生命科学的理论基础有比较

好的掌握#相比而言#古生物学研究成果非常具体

和直观#故事性很强) 对缅甸琥珀内含生物的研

究是近十年来古生物学研究领域最热门的方向之

一#将相关科研成果引入课堂#非常容易吸引学生

的关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生物学研究成果与进化生物学有非常紧密

的联系#古生物化石是生物进化的重要证据之一#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而长久以来#高等院校的生

物科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极少设置与古生物学相关

的专业或课程#学生对古生物的印象仅仅停留在书

本上+新闻里和博物馆中#对化石没有具体的认知)

将缅甸琥珀引入课堂#同学们能够亲眼见到+亲手

摸到#更能加深印象#提升对古生物的兴趣#进而专

注于课堂#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将科研成果带进课堂通常可以使用举例和案

例教学方式#下面就这两种方式给出一定的参考

方案)

#)!4以举例方式充实教学内容

举例介绍是将科研成果较快引入本科生课堂

的最直接的手段) 教师基于学生的实际学习需

求#遵循教学的规律#使用通俗易懂的教学语言#

将科研成果进行加工#有条理地引入课堂教学#丰

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

在%进化生物学&的教学中#可以直接将缅甸

琥珀的科研成果作为例子放入不同的章节中)

例如#协同进化是进化生物学研究的热点#特

别是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昆虫的访

花行为一直是协同演化的典型案例) 通常#教师

在课堂上会介绍一些具有长口器的昆虫与具有长

花管的花之间的专性的传粉关系#一般在某一个

地方的具有长花管的花和一种具有长口器的昆虫

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只有这类昆虫才能吸

取到这类花的花蜜#形成高度专化的传粉关系#比

如喜马拉雅地区的紫花象牙参"K/5(/1& B40B401&$

和长喙虻"%;2-/-2(;1-/+320/56025$

'!*(

) 这时#就可

以引入缅甸琥珀的相关科研成果了#一些在缅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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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中发现的长口器的昆虫#比如长口器的张木

虻+长口器丽蛉等'!1(

) 这样可以让学生知道#昆

虫的访花习性并不是现代才有#早在白垩纪时期

部分昆虫就有访花的习性#使学生对生物的理解

扩大到更大的时间尺度上)

以举例的方式将科研成果加入课堂中#简单

迅速#但是在教学过程中#缺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的手段#对科研成果的理解比较浅显#大部分学生

无法了解获得科研成果所经历的实验过程和科学

思维)

#)#4以案例教学结合8]=模式引入课堂

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师以案例为教学素材#结

合教学主题#以启发为主+引导为辅的教学方

法'!2(

) 与举例教学和传统教学相反#案例教学法

以案例为基本素材#以学生为主体#将学生引入特

定的情景中#促进学生深入了解科研成果) 8]=

"OR'VILM

3

VANL& ILAR/(/B$即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

主#以问题作为学生的学习起点#在分析+探究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学习问题背后的知识#形成

解决问题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 将科研成果加

工成案例#结合 8]=模式的思路进行设计#引入

课堂#这种教学方式非常适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本科教学资源)

进化生物学内容非常丰富#与生物科学其他

相关学科有广泛的交叉#有大量的真实科研成果

可以应用#具有进行案例教学的先天优势#所以进

化生物学具有开展 8]=结合案例教学的良好

基础)

#)#)!4根据知识点选取合适的教学案例

在进化生物学教学中#根据所要讲授的知识

点#选择合适的科研成果) 编写的案例应该具有

代表性和目的性#要基于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和

教学内容#要能够展现生物进化这一课程核心)

选取的科研成果应该有针对性#由于课时有限#研

究过程过于复杂的研究成果会使学生抓不住重

点#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因此#要筛选

兼具科学性和故事性的科研成果) 生物科学的科

研成果往往发表在英文期刊上#学生面对长篇的

英文文章容易产生畏难情绪#难以专心阅读#故事

性较强的或者能在身边发现的生物现象更能吸引

学生的兴趣) 而且#可以选取中国科学家的研究

作为案例#因为这些科研成果往往有一些原作者

发表的中文文献可供参考#有利于学生从零开始

阅读文献)

例如#在讲授-协同进化.内容时#重点讲授

-昆虫与植物的协同进化.#可以-昆虫访花行为.

为案例) 访花行为本身就是我们能在身边见到

的#比如蜜蜂访花+蝴蝶访花等等#学生对这一行

为有很直观的印象#然后就可以引入缅甸琥珀中

的访花昆虫的研究成果了)

#)#)#4基于案例科学设置问题

8]=教学法是以提出的问题为中心#通过启

发式的教学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去理解

知识点) 因此#如何利用案例科学地设置问题#是

教学过程中的关键'!2(

) 设置问题时应该充分考

虑本科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通俗易懂#由

易入难#逐渐深入) 8]=教学模式中问题的设计

应该遵循四个原则!启发性+生活性+冲突性和趣

味性)

例如#在讲授-协同进化.内容+利用-昆虫访

花.案例时#可以提前设定问题让学生思考!你有

没有见过昆虫访花行为/ 哪些昆虫有访花行为/

不同的昆虫访花行为有什么特点/ 昆虫身上有什

么结构与访花有关/ 这样引导学生观察身边的自

然现象#对昆虫的结构进行深入了解#并且发现昆

虫与植物之间的联系#将学习过的植物学和动物

学知识联系起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 为了

培养学生的-生物进化.思想#可以提问-现在的

昆虫可以访花#那么远古时期的昆虫也会访花吗/

昆虫访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引导学生在更

长的时间尺度上看待生物#从而想到现生生物是

由古生生物演化而来的#以此引出古生物学的研

究) 通过前期的文献阅读#学生已经对缅甸琥珀

中的昆虫访花行为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将现生昆

虫的访花行为与远古时期的昆虫访花行为联系起

来) 这时可以继续设置一些问题!琥珀中的昆虫

是不会动的#为什么认定它们有访花行为/ 有哪

些信息是能够直接确定昆虫访花的/ 有哪些是昆

虫访花的间接证据/ 这些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去发

现昆虫身体上的一些特殊结构与访花行为的关

系#理解访花昆虫与开花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

关系) 在学生构建了-访花昆虫与开花植物协同

进化.的概念之后#可以设置一些关于研究材料

和研究方法的问题!琥珀是怎么获取的/ 琥珀原

石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在不破坏琥珀的情况下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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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昆虫的详细特征/ 可不可以从琥珀中提取古代

生物的_F6/ 采用这种层层递进的教学模式#不

仅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协同进化.这一内容#还

可以使学生与-科学绘图. -显微镜使用. -_F6

提取.等学习内容产生联系#提高学生应用生物

实验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4缅甸琥珀科研成果进课堂的反思

进化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集

合了很多学科的科研成果#比如古生物学+动物

学+植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遗传学+分子生

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学科#同时#进化生物学也可

以看作是这些学科的桥梁#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成

果联系起来#所以#学习进化生物学知识#培养具

备生物进化思想的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是非常

有必要的)

生物进化一直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进

化生物学课程主要讲授生物进化的证据+生物进

化的原因以及生物进化的理论等) 以缅甸琥珀为

切入点可以引出很多生物进化史上的知识#比如

地球的地质历史+琥珀的形成+被子植物起源+昆

虫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白垩纪时期物种大灭绝等

等#都非常容易引起学生注意)

缅甸琥珀内含生物研究是古生物学研究的热

点#也是目前生物学科研究的前沿之一) 近年来#

中国学者在缅甸琥珀研究中有很多重大发现#比

如介壳虫育幼行为的发现+多种访花昆虫的发现+

古鸟类的发现+非鸟恐龙羽毛的发现等#这些研究

成果都是很典型的可以引入进化生物学课堂的教

学资源'!!

3

!#(

) 以这些科研成果为案例#采用多种

教学模式#进行适当的编排加工#与理论知识有机

结合#条理清晰地引入课堂#可以增进学生对我国

科学研究的了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提升教学质量)

举例教学适用于引入最新的科研成果#但是

后期需要进一步转化为教学案例) 举例教学是现

在课堂教学中用到的最普遍的方法#通常由教师

讲解知识点#然后以举例方式介绍一些事物或现

象) 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而言使用门槛低#不需

要对例子进行精雕细琢#是一种-灌输式.的教学

方式#而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有时候可能会左耳朵

进右耳朵出#实际教学效果比较差) 但是#这一方

式也有一定好处#一方面#一些非重点讲解的和比

较容易理解的知识点采用举例教学#节省了时间*

另一方面#举例教学可以及时地将最新的科研成

果直接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能够马上接触到最新

的科学知识)

案例教学法和 8]=模式是我国教育改革中

经常采用的教学方法) 将案例教学结合 8]=模

式引入进化生物学#以案例为中心#以问题引导#

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主动学习+培养

科学思维#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形象#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研成果层出不穷#课堂

时间是有限的#进化生物学也不完全是古生物学#

还有其他很多学科的知识和内容#因此#教师要选

取最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进入课堂#而一些扩展

性的知识#可以提供参考文献目录让学生自己去

检索#也可以构建线上课程资源平台#将学术论

文+图片及视频资料上传网络平台供学生课外

学习)

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探索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

工程#不仅需要教师有深厚的教学理论及实践基

础#还强调教师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能够抓

住学科前沿#实时更新自己的科学知识#基于教育

教学原理#将科研成果转变为教育资源融入日常

的课程教学中#让学生能接触到科学前沿#开阔其

视野#拓展其见识#激发其好奇心) 并且可以进一

步引导学生参与科研项目#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

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而且还能增加师生互

动#达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的目的) 总之#将科

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将科研与教学有机统一起

来#是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

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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