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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学报

生物化学是生物技术、生物化工、食品工程、生物

医药、化学工程、农学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

讲授生物体内生物分子的化学结构、功能、性质，以及

生物分子合成代谢、分解代谢；遗传信息的传递、表达

及调控等方面的内容。生物化学融入“课程思政”，能够

在传播知识中引领价值观形成，通过案例培养学生对国

家、民族的认知、认同和自豪感；能够提高学生学习乐

趣、科研兴趣、树立自信心，实现课程思政的创造性价

值；能够提高学生将来的职业兴趣、职业能力等职业素

养。通过生物化学课程与思政教育结合，使学生认识生

命现象的本质、变化规律、内在联系、同时使学生具备

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教学方式、教学手

段、教学内容的创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创新思维、沟通表达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在课程大纲中写入课程思政

理工类专业课程多是以科学自然知识和客观规律为

主要对象，说明事物的客观规律和运行的基本原理及其

应用，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的显著特点。在制定理工类

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时，教师往往只重视对知识的传授

和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价值取向的引导和内化

升华。因此，遵循成果导向教育（OBE）的理念，在依

据毕业要求编写生物化学课程目标时，在工程能力和素

养方面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而对于非专

业技术类毕业要求指标点，结合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形

成生物化学课程分解的子目标。在课程教学中以“立德

树人”为培养目标，掌握事物客观发展规律，形成正确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钻

研科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引导学

生以强国为己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

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报效祖

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在制订教学大纲时，将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列为教学大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写明思

政目标、思政素材及具体的融入方式。

2　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

在绪论部分，介绍我国科学家在生物化学领域取得

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从生物化学的萌芽，到 2020

年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及疫苗的研制，中国取得了一

系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如我国在人工合成胰岛素方面

所做的努力和成就，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当时艰苦的科

研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于 1965 年利用化学合成方法在

全世界首次成功合成了人工牛胰岛素，该研究成果在当

时属于世界领先的科学成就。这些辉煌成就能够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在讲

解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含量时，融入三聚氰胺事件，

让学生了解添加三聚氰胺会使得食品中蛋白质测定结果

偏高，从而使不合格的、劣质的甚至对人体有害的食品

能通过食品检验机构的检测。通过对此事件的思考，促

使学生用知识武装头脑，用诚信、正义的品行造福社会，

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学习过

程中，通过对我国科技工作人员利用基因工程理论与技

术迅速进行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核酸检测及疫苗

的研发进行案例讨论，使学生懂得生命至上、举国齐心、

尊重科学、同舟共济的伟大抗疫精神。在讲解蛋白质的

一级结构时，血红蛋白分子中一个氨基酸的改变就会引

起镰刀型细胞贫血病，其发病机理可以用“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来比喻。这种现象无独有偶，如仅因一颗不

合格的小螺钉，便造成航天卫星毁灭等。这就启发我们，

细节决定成败，培养学生严谨的作风与脚踏实地的精神。

在讲解酶活性的调节时，以砷化物为例，虽然会破坏丙

酮酸脱氢酶系和仅一酮戊二酸脱氢酶系的催化作用，对

机体产生毒害作用，但治疗白血病却可以使用强毒性的

砷化物。类似的，氢氰酸对约 40 种酶的活性有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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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色素氧化酶、过氧化物酶等，但著名的“吕四现

象”证明其防癌效果很好。通过学习这些知识，培养学

生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辩证地认识矛盾。

3　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

生物化学课程主要阐述生物体的化学组成、结构及

相关生物化学变化，课程内容较多较杂，理论性强、抽

象难懂。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

很难让学生真正学好这门课程。太原学院生物化学教学

团队在工程认证的背景下，对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专业的生物化学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与实践，开展了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引导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

专业能力的同时，将课程思政内容也有机地融人到课程

设计中。课前线上预习，进行课程思政引导教育。当下

的网络资源非常丰富，教师可以利用已有的超星“学习

通”平台，布置相关任务，上传生物化学领域相关科学

进展、科学故事的文献与资料链接，使学生带着任务预

习相关内容，如“三聚氰胺奶粉中毒事件”“基因编辑婴

儿事件”等，使学生进行课前思索。课中多元混合，开

展课程思政隐性教育。以思政元素相关素材为切人点导

入课程内容，根据教学内容，通过小组讨论、相互考察、

师生对话交流、共感交流等方式，由知识的交流上升为

价值理念的分享和碰撞，灵活采用领袖式自主学习、主

题探究式协同学习、情景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法，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课后多元化学习评价及个性化

指导，开展课程思政显性教育。课后及时在“学习通”

发放作业，进行小结考试、专题讨论及问卷调查，指导

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结合生物化学实验、社团专业

小组、学科竞赛等形式，在提高学生动手创新能力的同

时，在行动中贯彻“课程思政”的理念。

4　合理运用生物化学实验，做好安全与生态文明

教育

生物化学实验是不可或缺的实践性环节，除了加深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外，也是对学生观察能力、动手操作

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过程。由

于生物化学实验是一门实验操作类课程，实验过程中会

用到玻璃仪器、化学试剂，其中许多是有毒有害药品，

存在很多安全隐患，任何一个不规范的行为都可能引发

安全事故。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对环

境造成污染。因此，通过一些规范的演示和标准化的操

作，让学生能体会到规范的操作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

2020 年至今，新冠疫情肆虐，造成近 2 亿人的感染，数

百万人的死亡。我国始终坚持用科学方法去预防、诊断

和治疗，在核酸检测、疫苗研发、生产和接种引领世界。

然而，这些过程无不涉及到生物化学知识和实验操作。

在生物化学实验中，学生从口腔中取样、进行微生物检

测等实验操作，学生亲眼看到实验操作中一系列应该注

意的问题，比如规范操作、注意安全等。在实验教学过

程中悄然的引入安全教育，让学生从身边的实验体会生

命的奥秘、感悟生命的美好。培养学生从内心去尊重和

保护生命，感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真正做到安全教育。

新的时代下，环保意识、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

战略高度。然而，目前大学生的生态文明主体意识弱化，

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之一。

在生物化学实验过程当中，与学生探讨一些环境污染事

件、极端气候变化事件、2003 年的“非典”疫情和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分析其可能的原因，比如可能与地

球变暖、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引导学生如何减

少、消除或妥善处理实验产生的有毒有害污染物，保护环

境和师生身体健康。引导学生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一点

一滴做起，这无疑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生态文明教育。

专业课程教学中要加强思政教育是新形势下落实

“立德树人”任务的必然趋势，生物化学课程涉及的高

校大学生范围广、数量多，也是许多生命科学相关专业

的考研必选课程。相较于其他课程，它的影响大、时程

长，学生也比较重视；它涉及的专业内容十分丰富，知

识点众多，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关联，蕴含着极为丰

富的思政教育资源。通过探索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生物

化学课程教育教学全过程，使专业核心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应用型大学生

提供重要方法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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