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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子生物学是研究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分子的形态、结构和特征，以及它们与功能之间相互关系
的规律性的科学；是人类真正从分子水平上揭示生命现象的机理，由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转向能动地
改造和重组自然界的应用基础型学科。
　　国际上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和技术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
如何及时反映学科知识的进步，如何使培养的本科生的知识结构能与学科发展水平相衔接，并因此能
从事国内外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教学、产品研发、企业管理、商业流通、行政监控等领域的相应
工作，这样的问题使担负着培养新一代生命科学工作者重任的高校教师，正面临着本科教学改革带来
的巨大压力。
　　本书的编者都在各自的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地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了解分子生物
学学科发展现状，在各自的教学过程中使用过多种版本的教材，并遇到因教材内容缺少新意或与学生
已经学过的其他课程内容重复等等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之后，编写了这本可以适合目前本科生教学以及
本科生发展（包括升学与就业）需要的新教材，力图在本科生能力培养方面，以教材建设为突破口，
来取得有成效的进展。
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师范教育基础上展示分子生物学知识的多学科交叉性　本书采纳了国内外较多新的分子生物
学研究成果，对于生命科学研究前沿，特别是即将成为分子生物学应用技术前沿的知识给予了必要的
展示，这在其他教材中是不多见的。
这样做的原因，根源在于对师范院校理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冷静思考。
同样是理科人才培养，综合性大学与师范院校应该是分层次开展教学活动的。
师范院校有理科，当初设置理科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学的理科课程的开设提供师资，而不可能是和综合
性大学一样，以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为宗旨。
所以按照师范办学目标决定教学内容是实事求是的。
　　不过，目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少数重点师范院校由于集中了优秀的学者，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
；或为国家培养一定规模的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大学，比如一些拥有国家理科基地的院校（教学研究
型大学）。
但绝大多数师范院校，依然是教学型大学。
他们培养的学生，即使可能在少数院校有60％能升人研究生层次，但办学实体的性质没有改变。
所以，师范院校培养人才要兼顾升学与就业两方面的需要。
　　其次，目前师范院校的师范类学生比例大幅下降，他（她）们和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一样，面临就
业市场的双向选择，尤其是生命科学类的毕业生，在我国目前“生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将
可能转向从事相关性不够强的各种类型的职业。
　　第三，“生物经济”不可阻挡地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成分，不仅将会在生物技术领域本身容
纳更多的生命科学类的毕业生，还将会在相关的各种类型的职业中容纳高比例的具备生命科学素养的
各类人才，例如懂生物知识的律师，懂生物知识的电子工程师等等。
最起码上述这三个现实变化，决定了全国师范院校开设的分子生物学课程，必须把介绍基础理论与介
绍多学科交叉应用知识并举，并将之摆在教学理念的首要位置，成为创新能力培养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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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者都在各自的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地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了解分子生物学学
科发展现状，在各自的教学过程中使用过多种版本的教材，并遇到因教材内容缺少新意或与学生已经
学过的其他课程内容重复等等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之后，编写了这本可以适合目前本科生教学以及本科
生发展(包括升学与就业)需要的新教材，力图在本科生能力培养方面，以教材建设为突破口，来取得
有成效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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