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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充分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提升综合育人水平，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在“铸魂育人”的新时代背景下，课程团队通过深入探索、提炼细胞生物学知识体系中的思想

价值和科学内涵，将育人要素有机地融合到课程建设中，以期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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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re role of the curriculum in personnel training,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level, and better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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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of “cultivating souls and educating people”, 
the curriculum team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con-
struction by deeply exploring and refining the ideological value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cell biology knowledge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value lead-
ing talent training,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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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细胞生物学是我校生物技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于 2021 年获批为陕西省一流

本科课程。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明：建设一流课程必须将

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立德树人成效将作为鉴定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建设具有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两性一度”一流课程[1]。在“立德树人，人人育人”的大格局下，《细胞生物学》

团队教师秉承“以生为本，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使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使学生

对细胞、疾病、生命形成新的认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实现价值升华[2] [3] [4]。笔者根据商洛学院的办

学理念，结合生物技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的特点，对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从铸魂育

人目标、德育元素挖掘及实施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期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参考。 

2. 细胞生物学课程简介及开展铸魂育人教育的必要性 

2.1. 课程简介 

细胞生物学是在显微、亚显微及分子水平上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及重大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是

集理论、技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基础课，它与遗传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门课程

相互渗透与交融，承担着重要的专业引领作用[5]。 

2.2. 细胞生物学开展铸魂育人教育的必要性 

细胞生物学课程不仅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同时又是前沿学科，在生命科学领域占有核心地

位，其信息量大，发展速度快，育人元素丰富，但传统的教学模式“重知识教育、轻道德引导”、“重

书本教育、轻教学实践”，忽视了本门课程的铸魂育人功能，已不符合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要求[6]。在

“铸魂育人”时代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如何将铸魂育人的理念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养实现育人的素质目标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7] [8]。本文对标商洛学院生物技术一流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新要求，紧扣立德树人根本、强化传承创新目标、抓牢质量提升主线、抓好师资队伍建设，为

支撑学校“一流专业”及《细胞生物学》省级“一流课程”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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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育人元素的挖掘方式 

3.1. 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命科学教育 

细胞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的基础和前沿学科，围绕教学目标开展课程育人元素的挖掘与融合工作，

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渗透。任课老师可根据课程的培养目标、学科的育人目标拟定明确的“铸

魂育人”教育培养大方向，再结合教材内容、课外可拓展知识点，用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人智慧进一步诠

释生命科学知识，进行古今呼应的传承与创新融合，以此提高育人元素挖掘的趣味性与针对性，同时也

能保证育人目标落到实处。细胞生物学作为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课程，其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要引导学

生尊重生命、热爱科学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与实验探究精神，这与中国道家思想中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等思想内核一致，并通过周易、道德经、中医文化与古诗词的相关知识表达，实现理工科知识的

人文素养熏陶，并让学生在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能切身感受到中国古人的智慧出处，增强文化

自信，提高学习兴趣。 

3.2. 把专业认同感教育提升为社会责任感教育 

在讲解细胞科学知识点同时，通过把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类比联系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等，从“小细胞放眼看世界”，提升大学生学习生命科学知识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格

局，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创新能力。在学习知识同时，了解知识应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系，通

过教师润物无声的教学组织，强化细胞生物学知识与人类命运的紧密联系，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专业的一

致认同感。通过生物技术产业和行业面临的系列问题，从生命科学、人类健康、环境保护、粮食安全、

国防安全等视角分析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措施，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教

师应善用身边的时事资源，因时制宜，将客观道理与实际生活结合，从而开展针对性的育人元素挖掘与

融合工作。长此以往，不仅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而且也能针对国家需

求进行培养，应国家之所需，为推动未来社会的发展与建设而蓄力。 

3.3. 把科学家精神感化融入到正确价值观构建 

以在细胞生物学学科发展历程中涌现出的名人伟绩作为课程育人素材是重要的教学资源挖掘方式和

教学组织手段。通过分享故事方式讲解专业知识的同时实现人物育人和故事育人，带领学生学习学科领

域名人伟绩，以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实的事件来感化学生，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学

科发展领域所涌现的名人伟绩的了解，而且能让学生在生动的课堂故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同时在

心中树立正确的榜样，从而达到启智润心、培根铸魂的目的[9]。在细胞生物学领域有许多优秀前辈值得

老师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榜样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精神食粮，任课教师可通过对名人伟绩的分享传授，在

学生心中树立正确的榜样形象，让学生从诸多榜样形象中知悉不同的人物性格、不同的人生境遇，进而

为学生的发展与成长指明方向。比如通过分享在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家的故事，

用诺奖案例弘扬科学家精神，突出敢于大胆质疑、挑战权威、合作共赢的学术品质，激发大学生热爱科

学和探寻真理的兴趣。 

3.4. 把道德法制教育融入行为养成教育 

通过细胞功能异常及其产生原因分析和知识迁移方式，强化当代大学生道德法制教育观形成对个人

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引导教育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在讲解细胞癌变原因时，以癌细胞的特点

分析入手，结合癌细胞害怕的因素讲解，教育当代大学生健康饮食、关爱生命、抵挡外界不良诱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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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稳致远、正道直行。当今社会上有很多不良因素，人的内心也有不当的欲望，我们要注意防范，以免

被诱导“变异”。大学生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做正常“细胞”，履行正常细胞周期和规律，千万不能

知法犯法，误入歧途，出现“癌”变，追悔莫及。用量变质变规律和道德经名句巧妙渗透大学生需要努

力付出才能收获成功的道理，并且结合细胞癌变的内受基因调控外有自然环境选择影响为例，教育当代

大学生在严格遵守校纪校规的内在制度约束前提下，还要注意能主观经受得住外界不良环境因素的干扰，

学会主观判断和选择，养成良好的饮食和作息习惯，关注健康、关爱生命，认真践行“博闻强志，正道

直行”的校训。 

4. 细胞生物学课程“铸魂育人”知识体系构建 

本文以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科学家精神与正确价值观、专业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行为养成教育

与道德法制教育四个方向的育人目标为例，参照翟中和老师主编的《细胞生物学》(第四版)内容[10]，对

细胞生物学教学内容中的可切入点进行挖掘与探讨(表 1)，按照细胞基础知识、细胞结构与功能、细胞重

大生命活动三个知识模块展开“铸魂育人”知识体系重构，同时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实施提出建议。 
 
Table 1. List of knowledge system for “casting souls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cell biology 
表 1. 细胞生物学“铸魂育人”知识体系一览表 

知识 
模块 

实施 
课程育人 
的知识点 

育人案例 育人标题 课程育人目标 

细胞 
基础 
知识 

细胞生物学 
发展史 

讲解细胞的发现与显微镜的发明时， 
分享科学家虎克、列文虎克的故事； 
解读历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爱学习增长才干，

能坚持才会成功 

将课程知识内化于心，

提高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挑战学

科前沿的勇气， 
强化热爱科学事业 
的品质。 

细胞生物学 
研究方法 

由第一例组织培养花卉引出兰花主题导课， 
继而结合兰花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情结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大学生审美认同感 
并结合地方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激发大学生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特色资源的使命感！ 

寓君子有气节， 
人文科技两相融 

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和 
创新思维及 
对专业的认同感。 

细胞生物学 
研究方法 
(动物烈士) 

通过播放视频“小鼠胚胎细胞的培养”， 
让同学们明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 
有不计其数的小白鼠献出了鲜活的生命， 
也正是这些生物的牺牲换来了生命科学的 
进步。教导学生要感恩生命， 
所有生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敬畏生命。 

动物烈士需缅怀，

道德情操要坚守 

敬畏生命， 
生物伦理， 
道德情操。 

细胞 
结构与 
功能 

细胞膜与 
物质的 
跨膜运输 

将细胞比喻成一个国家，细胞膜具有 
膜屏障作用，可以选择性地控制物质进出， 
维持了细胞的完整性，一旦膜屏障被打破 
就会引发人类疾病，类比国界就是 
一个国家的膜屏障，国界的完整性和 
选择性进出口涉及一个国家的命运。 

边防战士卫国土，

细胞质膜护健康 

家国情怀， 
辩证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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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细胞器 
(内质网、 
高尔基体、 
溶酶体等) 

讲解物质的跨膜运输知识点时， 
通过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的惨痛教训 
让学生真正明白我们国家只有进一步 
向外界打开大门，努力学习世界的先进知识和

技术，让我们的文化、企业及技术走出国门，

才能使国家得到更好发展。 

跨膜运输传物质，

改革开放促发展 

培养学生国际视野、 
提升学生的 
文化自信和 
对自己国家的 
自豪感。 

在讲授细胞内膜系统的重要房室的结构与 
功能时，以内质网、高尔基体、 
溶酶体等为切入点，告诉学生这些细胞器体积

虽小，却能各司其职，对细胞功能的行使具有

重要作用，引导学生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学习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通过分享全国劳动模范张桂梅、

我校学雷锋岗位标兵王洋、援非专家张军的 
先进事迹，弘扬“雷锋精神”。 

细胞内膜有分工，

事业发展靠奉献 

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助人为乐的 
“螺丝钉精神”。 

细胞骨架 
与疾病 

结合微管的结构讲解，用细胞骨架异常引发的

常见疾病为例子，让学生在分子层面上明确了

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机制，培养学生科学看待

阿尔兹海默症，关爱老年人。通过唐伟丽的 
感人故事，为学生树立身边典型，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 

微管异常引疾病，

孝老爱亲扬美德 

关爱老年人， 
关注健康的 
社会责任感。 

细胞 
重大 
生命 
活动 

细胞 
信号 
传递 

用“双信使系统”反应链中各个信号分子作用

的不可替代性和细胞调控网络的复杂性， 
引申出一个人能抵制不良诱惑，严格要求自己，

对于单位、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的 
举足轻重作用，激发大学生爱岗敬业、 
为国奉献。 

信号分子守岗位，

级联反应作应答 
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爱岗敬业。 

细胞周期、 
细胞衰老 
与死亡 

通过对比分析细胞增殖再生与细胞坏死凋亡 
均属于生命科学中的客观现象，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经思维传授唯物主义

世界观和辩证思想，帮助大学生建立 
正确的生命观，培养大学生尊重自然、 
敬畏生命、热爱生活的精神品质。 

正常细胞会衰老，

独立生命值敬畏 

人要尊重自然、 
崇尚自然， 
珍惜有限的生命， 
活出应有的价值。 

细胞分化 

用细胞分化对于细胞机体影响联系到大学生应

该在正确的人生观引领下， 
结合自身的兴趣及特长，做好人生规划和 
职业规划，追逐梦想、 
珍惜大学美好的学习时光，热爱选择的专业，

有社会责任感，练就过硬本领，将来报效国家。 

细胞分化决命运，

人有作为定乾坤 

细胞分化， 
职业规划， 
专业梦想， 
社会责任。 

4.1. 细胞基础知识 

在讲授细胞生物学发展史(细胞的发现、细胞学说的形成)时，结合细胞的发现与显微镜的发明过程，

分享科学家虎克、列文虎克的故事；解读历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课程知识内化于心，提高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挑战学科前沿的勇气，强化热爱科学事业的品质。讲解病毒时，结合新

冠肺炎疫情的发现、研究及疫情的防控，挖掘育人元素，如：病毒的结构、传播途径、病毒的增殖及传

播等，介绍钟南山院士个人事迹；介绍中医在此次疫情中作出的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以中医文化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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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从而引导学生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淬炼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的时代精华，增强当代大学

生文化自信、爱党爱国、热爱中医的思想感情。讲授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花卉组织培养技术案例)时，由

第一例组织培养花卉引出兰花主题导课，继而结合兰花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情结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提高

大学生审美认同感并结合地方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激发大学生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特色资源的使命感！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及对专业的认同感。同时，通过播放视频“小鼠胚胎细胞的培养”，让

同学们明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有不计其数的小白鼠献出了鲜活的生命，成为了“动物烈士”，也正是这

些生物的牺牲换来了生命科学的进步。教导学生要感恩生命，所有生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敬畏生

命，适时开展大学生生物伦理和道德情操教育。 

4.2. 细胞结构与功能 

在讲授细胞膜与物质的跨膜运输时，将细胞比喻成一个国家，细胞膜具有膜屏障作用，可以选择性

地控制物质进出，维持了细胞的完整性，一旦膜屏障被打破就会引发人类疾病，类比国界就是一个国家

的膜屏障，国界的完整性和选择性进出口涉及一个国家的命运，从而引入“边防战士卫国土，细胞质膜

护健康”的育人主题，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讲解物质的跨膜运输知识点时，

以“跨膜运输传物质，改革开放促发展”为题开阔思路，通过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的惨痛教训让学

生真正明白我们国家只有进一步向外界打开大门，努力学习世界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让我们的文化、企

业及技术走出国门，才能使国家得到更好发展，进而培养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对自己

国家的自豪感。在讲授细胞内膜系统的重要房室的结构与功能时，以内质网、高尔基体、溶酶体等为切

入点，告诉学生这些细胞器体积虽小，却能各司其职，对细胞功能的行使具有重要作用，引导学生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学习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通过分享全国劳动模范张桂

梅、我校学雷锋岗位标兵王洋、援非专家张军的先进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细胞骨架与疾病一节中，

结合微管的结构讲解，用细胞骨架异常引发的常见疾病为例，让学生在分子层面上明确了阿尔兹海默症

的发病机制，培养学生科学看待阿尔兹海默症，关爱老年人。通过我校毕业生《中国好人》唐伟丽的感

人故事，为学生树立身边典型，弘扬中国传统美德，激发当代大学生关爱老年人，关注健康的社会责任

感。 

4.3. 细胞重大生命活动 

在细胞信号传递(G 蛋白、cAMP 信号传递通路的级联放大效应)机制讲解过程中，用“双信使系统”

反应链中各个信号分子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细胞调控网络的复杂性，引申出一个人能抵制不良诱惑，严

格要求自己，对于单位、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的举足轻重作用，激发大学生爱岗敬业、为国奉献。在介

绍细胞周期、细胞衰老与死亡时，通过对比分析细胞增殖再生与细胞坏死凋亡均属于生命科学中的客观

现象，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经思维传授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思想，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生命观，

培养大学生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热爱生活的精神品质。针对细胞分化内容的讲授，引入“细胞分化决

命运，人有作为定乾坤”育人主题，用细胞分化对于细胞机体影响联系到大学生应该在正确的人生观引

领下，结合自身的兴趣及特长，做好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追逐梦想、珍惜大学美好的学习时光，热爱

选择的专业，有社会责任感，练就过硬本领，将来报效国家。 

5. 课程“铸魂育人”教学效果的评价 

5.1. 强化多元评价 

在对课程育人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时，评价主体应包括学生和任课老师。学生对课程育人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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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所收获进行评价，如：是否升华了知识点的理解领悟、是否提升了专业认同感等；任课老师需对

自身的课程进行评价反思，如：是否能“润物细无声”地将育人元素融入课堂内外、是否能结合前沿科

研发现或自身经历深化育人元素的融入等；老师对课程育人开展过程进行评价，如：是否有助于学生专

业思想教育、是否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等；从多个评价主体、尽可能全面地进行多元的评价，以

期能更有效地提升课程育人的教学效果。本团队建立了课程育人集体教研制度，针对课程育人教学中的

重点、难点、前瞻性和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问题，共同探讨交流；并通过分析学生反馈的问卷调研结

果，及时获悉细胞生物学课程育人教学的实际效果，反思总结、不断提升。 

5.2. 注重过程评价 

教师让学生在课前了解了课程育人的教学目标，而对于课程育人的教学效果来说，过程性评价的意

义大于结果性评价。因此，更加要求老师重点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例如：通

过发布课前微视频引导学生预习了解、课堂中融入育人元素的知识点讨论和研究性学习分享、课后前沿

文献的拓展阅读交流、阶段性考核中融入育人元素等途径，对学生认知情况综合给予评价。同时期末试

卷也适当渗透课程育人的内容考查，并结合学生日常表现，比如德育量化、入党入团等工作细节里，内

化为心中的价值观，落实于具体行动上。同时，细胞生物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对于学

生在线下实验课程中的表现也进行重点观察与记录，例如：记录学生实验操作细节规范性、小组合作实

验中的行为表现是否体现出团结、勤奋、求真、创新、奉献等科研精神等。 

5.3. 重视校友评价 

为了解细胞生物学课程育人的实际教学效果，课程团队定期通过及时掌握本专业往届优秀校友的信

息反馈，畅通校友信息沟通渠道并积极发挥校友资源在专业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与反哺作用，构建形成细

胞生物学课程建设和育人的长效机制，有效促进了专业课程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的有机融合。近年来，伴

随生物技术省级一流专业和细胞生物学省级一流课程建设工作的持续推进，本专业大部分毕业生均能从

事生物技术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学生思想政治表现和专业能力受到企事业单位一致好评；考取硕士研

究生 33%的升学率连续稳居同类院校前茅，甚至一部分同学选择继续博士深造后进入高校或知名企事业

单位从事生物技术教学与科学研究，均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校友反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

校老师们对他们的价值引导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感染，更离不开专业课老师们在他们成长路上的真心和用

心付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学子用实际行动也践行了校内“博闻强志”校外“正道直行”的学校

校训。 

6. 结语 

韩愈在《师说》中指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居首位，要树人先立德，教

师是立德树人的执行者，是课程“铸魂育人”的推进者，应践行“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

升思想政治素养，树立“四有好老师”信念，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学全过程。作为高校教师，应该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并指导教学实践活动，自己要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才能更好地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做好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授协同育人，落实立德树

人的教育目的，才能共同推动当代青年学子思想政治水平再上新台阶。细胞生物学蕴含丰富的育人元素，

如何更高效地、充分地利用其优势开展课程育人，仍然需要大量优秀教师与研究者共同努力，只有每位

教师把课程“铸魂育人”作为自身的职责使命，行动起来，互学互鉴，形成良好的高等教育育人生态系

统，才能真正培育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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