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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教育部发文要求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

思政教育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2020 年教育部印发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

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尽管目前围绕

各课程的思政改革已有许多研究报道，但对于课程思政

并未形成明确的标准。许多教师有一些困惑，即专业课

程的“思政”究竟应该如何做，与思政课程的“思政”

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思政内

容与专业内容结合不紧密，使学生没兴趣，教学效果不

理想的问题，同时受到教师思想政治水平的限制，不能

站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实现对学生的教育，这也成为限制

课程思政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

1　讲好“中国故事”

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专业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的有效补充，而且具有其独的“言之有物”的优势。这

种优势的根源是与某些专业知识点相关联的人物或事件

构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是本项目的目标。例如，自 2019 年末暴发的新

冠肺炎病毒疫情以来，我国为控制疫情所做出的努力、

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这些成绩的背后正是由于我国

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离不开我国科技的高速发

展。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专业课程中的集中体现是进行思

政教育的良好题材和载体。在蛋白质化学这一章中，讲

到“蛋白质一级结构序列测定”时，从我国 20 世纪 60 年

代一穷二白时我国科技人员克服艰苦的实验条件困难完

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 2021 年施一公团队成功解析新

冠肺炎病毒 SARS-CoV 受体全长结构为例 [5-6]，将蛋白质

一级结构序列测定的理论知识与我国的科技发展紧密结

合，学生产生极强的代入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

来源于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更容易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民族责任感，以这种民族责任感为驱动的学习兴趣必定

会成为学生人生道路上难以忘怀的深刻铭记。在专业课

的授课过程中帮助青年学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凿

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引导年青学子从

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

责任心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在脂类化学一章中，讲到

萜类化合物时，以青蒿素为例的数量众多的中药萜类活性

成分在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医药宝库中熠熠生辉，像穿心

莲、龙胆草、雷公藤、紫杉、车前草、斑蝥、龙脑樟等，

一个个具有显著中国文化特征的名字和一株株鲜活的植

株、一个个鲜活的动物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我国古老、博

大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深印在中国人的脉络血液之中；

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将这些积淀的文化血液重新唤醒，以

更新的姿态继续向前进发，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2　将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融入课堂教学之中

生物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至今，已经从最初的经

验和描述性学科发展成为一门当今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的

学科之一；在此过程中，有许多科研工作者付出了多少

艰辛的努力和辛勤的探索，还有许多人经历多次失败才

能建立起一门如此高度发展的学科。生物化学课程中每

一个知识点的获得都凝聚着众多科研工作者的辛勤和汗

水，生物化学课程的主要任务虽然是传授这些知识，但

是蕴含在这些知识背后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科学

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是有坚持力、不怕困难、不辞辛

劳、勇于创新。科学素养的要求更为全面深入，它要求

了解重要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和理论；要求把有关

科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情境中；要求具有利用科学探

究过程的能力；要求理解科学性质的一般原理和关于科

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要求具有明智的对待科学

的态度以及具有与科学有关的事物的兴趣。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要提高创新能力，解决“卡脖子”问题。青年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精神需要

在课程学习和实践环节中去培养、提升；科学素养需要

学生首先有认知、有基础。生物化学课程中的知识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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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蕴含着深厚的科学精神。例如，在蛋白质化学中，

以绿色荧光蛋白作为切入点。下村修、马丁·沙尔菲、钱

永健因发现并发展了绿色荧光蛋白而共同获得 2008 年度

诺贝尔化学奖。一只水母里只含有极其微量的发光物质，

为了提取它就必须先收集数量庞大的水母；下村修发动

家人，一个夏天捕获近 10 万只水母，进行大量艰辛的劳

动。在 DNA 双螺旋的发现过程中，就既有竞争，又有合

作，还有骄傲自满和性别歧视。正是在这些积极的竞争

合作与消极的傲慢歧视的交织之中，结出成功的花朵。

这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无不在印证着、指引着后来者去思

索、形成他们的思想。

3　将“健康中国”的理念在生物化学课堂中集中

展现

人类所有的行为终极的目标都指向幸福，而对生命

的正确认知和坚定践行是人们获得幸福的理性基础。生

命至上的理念在当今的疫情之下尤其重要。生命至上既

包含对他人生命的敬畏，也包含对自身生命的感恩。法

国思想家史怀泽在他的代表作《敬畏生命》中写道，他

在非洲志愿行医时，有一天傍晚，当他看到几只河马与

他们所乘的船并排而游，在那一瞬间他突然感悟到了生

命的可爱与神圣，从此之后把敬畏生命当成了他终生的

事业 [7]。人类只有拥有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世界才会

呈现出它本来的面貌和无限的生机，人类才会感受到生

命的可贵与美丽。这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生命令

人敬畏，人作为进化高等的生命形式，生命的调控机制

更为复杂精细，每个人都应该对生命充满敬畏和感激之

情，生命来之不易。这种感恩之情在具备了专业知识之

后一定会有全新的认知。而感恩生命的正确打开方式是

珍惜生命、善待生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以更加积极

的心态、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经营日常生活。而在学生

之中普遍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为了

更好地引导学生珍惜自己的生命。在相关知识点讲解时

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引导，让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基

础上理性健康地生活。生物化学作为一门课程，它无疑

是艰深的、抽象的；但它又是具体的、丰满的、生动的、

有趣的。讲授生物化学的教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开启一

扇扇生物化学与生活相连的门，如何引导学生领略生命

的奥妙，明白学习生物化学的真正意义是团队持之以恒

的目标。生物化学中涉及的每一种物质、每一个反应、

每一个调控在每一个个体中都会体现，也就是说和每一

个人都相关。生物化学中的许多知识点与每一个人的健

康管理也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的学生高度依赖电子产品，

导致学生缺乏体育锻炼。全国陆续开学之后有的学生因

为长期缺乏体育锻炼而在学校的体育活动中发生猝死，

针对这个现象，在生物化学“蛋白质”一章中，需要学

生了解“自然界天然的活性肽”。自然界中存在的活性多

肽种类太多，特意选取针对学生运动的内啡肽为例：内

啡肽是体内自己产生的一类内源性的肽类物质。它能与

吗啡受体结合，产生止痛效果和欣快感，等同天然的镇

痛剂。长时间、连续性的、中量至重量级的运动、深呼

吸也是分泌脑内啡的条件。当运动量超过某一阶段时，

体内便会分泌脑内啡。如何让体内产生更多的内啡肽？

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原因是长时间运动把肌肉内

的糖原用尽，只剩下氧气，内啡肽便会分泌。通俗来说，

运动可以让人们产生愉悦感。通过这个专业示例的讲解

鼓励学生积极运动，健康生活，心情愉悦。学生留恋于

网络世界不仅缺乏运动，而且会被网络中的海量信息所

吸引，很多学生夜间入睡很晚。课前调查，大多数学生

入睡时间在夜里 11 点之后。这种作息方式会引发一系列

的后果，不仅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业，另外一个非常大的

隐患是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内容辅以相关研究的

图表，给学生以“有图有真相”的视觉冲击，规劝学生

不要熬夜，有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合理安排自己的作

息时间，规律生活，保证充足的睡眠。

生物化学与生命、医学、健康等息息相关，同时也

是生物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当中蕴涵的思政元素丰

富，从专业理论到专业价值，从专业发展史到现代应用，

可挖掘的思政元素已不局限于上述的科研思维、科研精

神、职业道德、文化自信、爱国情怀及生命健康。思政元

素的挖掘是课程思政的首要前提，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的

无缝衔接和灵活融入是课程思政的重点难点。切记导入生

硬，衔接突兀，应追求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融入专业课

程，使原本“冰冷”的知识课堂紧贴生活、富含情感和充

满情怀，达到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的双重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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