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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生物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初探——以生物化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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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近两年来获得广泛关注。如何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以达到二者

协同育人的目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课程具有显著的共

性和关联，是生物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结合本科生生物化学课堂教学中的具体例子，本文介绍

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经验，重点探讨如何发掘专业知识点的思政内涵，为相关生物类专业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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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t is worth thinking about how to integrate gene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operative cultivation. 
Biochemist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in life science, shares remarkable similariti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other courses like Microbiology and Cell Biology. Combined with screened cases, we 
will introduce the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reform, especially on how to explore reces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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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课程思政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开

展，如何在生物类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是尤

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在 2017 年底教育部印发的“教

党[2017]62 号文”中指出，要“大力推动以‘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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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

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

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

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尽管目前围绕各学科课程思政改革已有许多研究

报道，但对于课程思政本身并未形成明确和统一

的标准，因而在“百花齐放”的同时，许多教师也产

生了一些困惑，即专业课程之“思政”究竟应该如何

做，与思政课程之“思政”又应是怎样的关系？ 

正如高德毅等所指出的，“课程思政实质是一

种课程观”[1]。在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面向思政理论

课教师提出了“八个统一”的具体要求，其中特别强

调了学理与政治、知识与价值、建设与批判、理

论与实践等重要范畴的统一，从而为我们呈现出

一个清晰、系统、科学的课程观，对于专业课的

课程思政改革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在“八个统一”中，政治性和学理性、价值性和

知识性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两组范畴[2]。本文所要

探讨的是如何从“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角度发

掘本科“生物化学”知识点中“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内

涵” “将价值观引导和塑造渗透于知识传授之中”，

使它们“不是单纯的政治说教或政治宣传”，而是立

足“生物化学”自己的学科归属和学理支撑，既解决

生命科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又实现“用学术、用真

理、用逻辑、用规律”讲思政的目的。特别地，由

于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课程一起

共同构成生物类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必修课，其

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显著的关联与共性，因

此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学科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一

些有益的参考。 

1  如何发掘生物类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 

对于自然科学类专业课而言，如何在课堂教

学中进行人文教育和思政教育，历来是一个难点[3]。

目前已报道的教学改革工作大体上有两种常见的

思路，一是将特定的知识点和当前我国成就相结

合，彰显制度优越性，激发爱国热情；二是结合

学生职业发展和课程自身特色进行职业教育和道

德规范教育。共同点都在于就事论事，与专业密

切相关。比如中药和青蒿素、流行病学和新中国

血吸虫防治、药理学和毒品危害等，案例与课程

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因而可以称为专业课

中的“显性思政”。“显性思政”好比“露天矿”，易于

获得，导入简单，但不同学科差异较大，有时也

会出现“说教有余、说理不足”的问题。 

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另一种课程思政的思

路。正如显性的政治说教必须建立在学理支撑的

基础上，知识灌输之中也同样蕴含着隐性的价值

引导，也只有在系统性地把握课程自身知识体系

的基础上揭示其本质，才能够将这种价值引导作

用真正发掘出来，这也是对教师的一个基本要

求。又因之有理可循，有据可依，能够在书本知

识的学习和生活实践中都被检验，因而天然地具

有很强的说服力。 

正因此，在开展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首先的

出发点并不是“思政说教”，而仍然是如何在教材的

范围内将特定的知识点讲透彻，无论专业知识本

身还是课程思政，都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只有把

知识点讲透彻了，那么其所蕴含的思政价值自然

也就在说理的过程中不言自明。其次，课堂教学

中理论的获取固然主要来自教师的说教，但唯有

经学生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后的思辨或实践检验，

才能够真正被掌握，因此尤其要重视理论与学生

知识背景相一致，注重发挥学生在课程思政中的

主体作用。下面结合具体例子进行介绍。 

2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中的课程思政 

“蛋白质”通常是本科“生物化学”的第一部分内

容。蛋白质是生命功能的主要载体[4]，通过氨基酸

和蛋白质的学习，理解蛋白质序列、结构与功能

的关系，对于理解生命的本质和生命功能的实现

途径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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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蛋白质化学组成、序列、结

构、功能和性质的一般性介绍，包括 20 种典型氨

基酸的结构和性质、肽平面、一级结构和高级结

构、变构效应、分子病、构象病等。从教学反馈

来看，本科阶段要掌握的相关知识点难度并不

高，且开学初学生通常有较高的学习热情。因

此，选择这部分内容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索既相对

较容易，也有利于后续教学的深入。 

该部分内容的“课程思政”主要围绕一个重要的

问题展开，即：为什么当一些氨基酸组成所谓“具

有正确结构”的蛋白质，就具有了生物学功能？或

者说，蛋白质因何而“活”？相信这是每个学生在学

习时都会产生的问题，但现阶段的教材中并没有

明确回答。作者认为在学习“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之后，特别是在学生对于氨基酸的分类、蛋

白质内部的相互作用、常见的空间结构以及变构

效应等概念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有必要和学

生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重新回顾一下蛋白质从无结构到有结构、从

无活性到有活性的过程[4]。设想一下，几百个乃至

上千个具有不同侧链基团的氨基酸(以及辅助因

子，以下略)通过较强的肽键或二硫键连接在一

起，不同的基团之间又通过大量较弱的疏水键、

离子键、氢键及范德华力等聚集或远离，这就让

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整体结构得以形成。另一方

面，在蛋白质的某些局部，由于组成的差异和特

定基团的富集而形成与大环境截然不同的微环

境。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当大量疏水基团正巧存

在于蛋白质表面时，往往会因疏水作用而凹陷形

成“疏水口袋”，其形成又使得其中可能存在的少量

极性基团(如丝氨酸蛋白酶中的丝氨酸和组氨酸的

侧链残基)因“厌恶”口袋的疏水表面而彼此靠近，

又因基团之间的距离缩短而相互作用大大增强，

进而使得活性极强的中间体(如氧负离子)得以短暂

形成。显然，假若没有大量基团之间的相互作

用，空间结构也就无法形成；假若没有在蛋白质

局部形成适合的微环境，基团之间的相互作用也

就无法发生质变，蛋白质的高级功能也就无从  

谈起。 

因此，大量氨基酸形成具有空间结构的蛋白

质，在这个结构中一些氨基酸残基的活性因微环

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进一步而言，基团相对于

蛋白质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即大量的个体

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形成蛋白质

的整体；整体又反过来对特定的基团个体产生影

响，使其发生质的变化。当这种变化和蛋白质的

功能相一致时，蛋白质的高级生物学功能也就产

生了。 

认识到这一点，再来看教材中所叙述的“蛋白

质 所 采 取 的 三 维 结 构 决 定 于 它 的 氨 基 酸 序 列 ”   

“一个典型蛋白质的功能决定于它的三维结构”[4]或

者“一级结构是空间结构的基础” “空间结构决定其

生物学功能”[5]，这里的“决定”或“基础”，所蕴含

的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谈的个体(氨基酸序列)与整体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关系。换句话讲，从

肽链到有功能的蛋白质，就好比是几根线条组成

栩栩如生的画像、几种食材烹制美味佳肴、新生

组成团结的班级、战士组成战无不胜的铁军。这

样，原本抽象和极微小的蛋白质也可以借助极具

体的事物来把握。 

以师生身处的“学生与班级”为例，氨基酸的多

样性对应于学生的多样性，蛋白质的结构对应于

班风，维持“结构”的凝聚力既来自于较刚性的“校

纪班规”(肽键、二硫键)，也来自于较松散的道德

约束和同学之间变动着的人际关系(次级键)，蛋白

质的功能则对应于班集体的育人作用。进一步而

言，氨基酸的各种特性、蛋白质结构得以形成、

稳定的各种内部或强或弱的相互作用，以及蛋白

质结构高度动态和有序与无序并存的特性[5]，都与

班级管理中的许多特点相一致，值得深入发掘。 

比如，肽链是自发折叠成具有功能的蛋白质

吗？基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蛋白质折叠的内因，

而容易被忽视的是，这一过程并不完全是蛋白质

自身自发的过程，通常还需要分子伴侣的作用，



1194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否则往往形成没有功能的包涵体。这正好对应了

教育过程中学生内在向善的天性和教师引导作用

的统一。 

又如，如何理解蛋白质中基团之间的竞争与

协同？例如，在丝氨酸蛋白酶中，活性中心的组

氨酸争夺丝氨酸羟基的质子，这是竞争；但正是

由于组氨酸的竞争使得丝氨酸羟基上活性极强的

氧负离子得以形成，因而从整体来看又是协作，

即个体的有序竞争与整体的团结不矛盾。 

综上所述，要发掘知识点中的价值内涵，需

要从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角度重新审视以发掘知

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再与相类似的更加熟

悉的生活实践巧妙地建立类比，从而使抽象之理

有迹可循，并使学科知识中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内

涵得以显现。这是我们在生物化学课程思政改革

中所找到的一种有效思路，相信对于其他类似的

自然科学课程同样具有参考性。 

3  经验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详细地介绍了从理论上发掘

“蛋白质”知识中所蕴含的价值引导作用的具体过

程。不过，在课堂教学中既要考虑课时，也要考

虑学生的知识背景和认识发展过程，因此在授课

中仍需立足教材，立足知识教育，立足于帮助学

生奠定扎实的知识体系。正如张美玲等[3]所指出

的，课程思政要做到“见微知著，溶盐于汤”，盐放

多了，汤就不再是汤，而是难以入口的盐水；思

政讲得多，专业课成了政治课，学生就要打瞌

睡。但在特定的环节，如小结、提问和课后作业

等阶段，可以结合学生背景引入巧妙的类比，引

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既避免直接的政治说教，

又将枯燥抽象的知识生活化。此外，通过学生的

问答和小论文的情况，也能够掌握学生对相关知

识点的掌握情况。 

例如，在面向医学生讲解“米氏方程的应用”

时，我们举了个“诊所”的例子。酶是“诊所”，底物

是“病人”，在上门问诊的病人较少的阶段，既需要

提高医生的医术，也需要大力提高服务聚拢客

流，这是“当底物浓度[S]远远小于 Km 时，反应速

率与底物浓度成正比”；到了名满天下之时，真正

决定这个小诊所发展的就只有医生的医术了，这

是“底物浓度远大于 Km 的时候，反应速率接近最大

反应速率”。这样，书本上原本只能用于表征理想

酶促反应的枯燥而抽象的米氏方程，立刻生动了

许多。 

又如，在面向工科专业的学生讲解“三羧酸循

环中草酰乙酸的回补”时，我们借用“调整产能”的

例子。在“三羧酸循环”这一工序，参与循环的草酰

乙酸等有机酸的总量直接决定着其“产能”。当“市

场”条件发生变化，就需要进行产能的调整，其

中，“去产能”的情形既可以发生在机体短期“资金”

不足时，也可以发生在长期“内需”不足时，体现为

有机酸总量的减少。类似地，“扩大产能”既可以发

生在机体短期“资金”充裕时，也可以发生在长期

“内需”旺盛时，体现为有机酸总量的增加。在不同

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小到一个细胞，大

到一个国家，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因此，小小

细胞中“草酰乙酸”的变化规律，就可以与“拉动内

需、扩大开放” “供给侧改革”等当前国家层面上重

要的宏观产业政策联系起来理解。通过这种与专

业、与时政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

兴趣大大增强。 

此外，为巩固课堂教学的效果，发挥学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我们还尝试在课后布置了一

些选题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性的小论文，得到了学

生们的积极支持，不少学生反映“这是一个‘痛并快

乐着’的过程” “涨知识，原来生化还可以从这个角

度来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鼓励下，已

有学生能够主动将自己独立完成的小论文以“科普

小文”的形式发表到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自媒体和公

众号上。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课程思政”依然立足于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与以往有所不同的

是，“理论”不再局限于狭隘的专业理论，还可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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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思政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实际”也不再

只是实验结果或生产实践，而是可以借助与生物

化学概念具有共性的类比，广泛地引入现实生活

中熟悉而又常被忽视的一些事例。显然，这种“课

程思政”的思路对于其他课程也是适用的。举个简

单的例子，微生物的培养往往存在着迟滞期、对

数期、平台期与衰亡期等不同阶段；现实中如共

享单车、奶茶店等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也呈现出相

似的规律。在专业课教学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

考微观理论与宏观现实之间存在的联系，在收获

专业知识的同时加深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 

应指出的是，目前课程思政工作还处于起步

和探索阶段，包括内容设计、小论文选题以及教学

手段等都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学科之间的联动作

用尚未显现，教师和学生的思政素养均有待提高，

特别是教材的修订工作应该来说更是当前一个非常

紧迫的工作，这都有赖于专业课教师在磨练提升自

身专业素质的基础上，破除既往狭隘的专业观，打

破学科壁垒，真正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最后，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 3 版序言中

的两段表述[6]作为结语：“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

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然科学现

在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

综合”；我们要做的“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

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

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我们认为这正是专业课“课

程思政”改革最根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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