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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the graduate requirement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to the 
process of bio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ing was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paper. In view of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biochemistry teaching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teaching reform 
suggestions of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subjectivization of students’ status and times of subject 
progress were put forward. The reform will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
ity of teachers’ majors and employers’ satisfaction with teachers’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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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将师范生毕业要求融合到生物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必要性。针对目前生物化学教学与毕业

要求脱节的现状，提出了教学方式灵活化，学生地位主体化和学科进展时代化的教学改革建议，对提高

师范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和用人单位对师范毕业生的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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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化学是现代生命科学最重要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分子组成及变化规律的基础学科，旨

从分子水平探索和解释生长、发育、遗传、记忆与思维等复杂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化学是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等专业的必修课程，该课程已经成为师范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物学科教

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生物化学课程的学习，可以领略生物化学的魅力，感悟

细胞的智慧，探索生命的奥秘，理解物质代谢的相互联系，领悟生命健康、饮食、运动和健身的理论源

泉，提高师范专业学生应用生物化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后主要从事生物学科教学或

进行科学研究奠定基础。因此，生物化学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的制定，应该以师范专业的具体毕业要求

为导向。 

2. 将师范专业毕业要求融入到生物化学课程改革中的必要性 

在目前生物科学前沿进展中，生物化学发展最为迅速，新技术和新突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1]。为

与生物化学前沿技术同步发展，师范院校有必要根据师范专业的毕业要求和中小学教育机构对毕业生需

求的建议反馈，对生物化学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在制定生物化学培养目标时可以进行

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通过让学生了解生物化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发展动态，学习生物化学

的科学史，培育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和教育情怀的好老师。其次，通过

掌握现代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生物化学的基本实验技术，能联系实践应用并能解决实

际问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提升毕业后教学和科研岗位中的应用技能和动手能力，有利于理

论和实践融会贯通。再次，了解国内外生物化学学科的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

求，帮助学生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培养一定的创新意识，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析和解决

教育教学问题。因此，将师范生毕业要求引入生物化学教学的全过程，可以倒推和反映出目前生物化学

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全面完善教学方案和有效改进教学效果。 

3. 目前高校生物化学课程设计和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生物化学课程完整的知识框架，庞大的知识体系，迅猛发展的技术方法，和学科交叉及课程承接的

高要求，对课程教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2]。传统的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忽视师范生的毕业发展需求，

盲目追求考研率，过于强调传授知识的深度，会使部分学生学习困难，心理压力越来越重，逐渐失去学

习兴趣和自信心，甚至想放弃这门学科的学习。对于教师而言，在有限学时内，要将授课重点难点通俗

易懂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困难[3]。在授课过程，如果理论知识和

生活实际没有有效的融合，会使学生感到乏味和枯燥，认为生物化学这门学科的专业知识无法运用到毕

业后的教学实践中，在学生心中这门专业必修课逐渐退化形成专业选修课。另外，教师依然以“满堂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713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唐婷，陶发清 
 

 

DOI: 10.12677/ass.2020.97131 941 社会科学前沿 
 

的方式主导课堂，学生被动接受老师传授的专业知识，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法得到保证，这种传统的教学

模式容易在学生脑海中形成思维定势，对学生毕业后的教育教学观念造成一定的影响。教师忽视生物化

学前沿科学进展，会导致授课知识和教学观念陈旧，教学素材匮乏，落后的知识框架无法使师范生毕业

后顺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不能合理规划职业生涯，丧失科学创新和教学反思意识。 

4. 针对师范生毕业要求展开的生物化学课程改革方案 

现有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存在诸多矛盾，再加上课程教学与师范生毕业要求之间存

在严重脱节，因此，生物化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更应重视教学

理念的改革。本人依照自身和结合其他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基于师范生毕业要求进行课程改革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希望对今后师范生对生物化学课程学习与师范院校教师对该门课程的教学有所帮助。 

4.1. 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吸引学生的注意 

1) 导入方式多样化。生物化学的授课内容主要包括蛋白质、脂类、糖类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

性质和功能，以及阐述这些生物大分子的新陈代谢及其调控规律，大部分知识点与生命健康、饮食、运动

和健身息息相关，因此，课堂导入可以从贴近生活实际入手。导入的方式可以更加多元化，包括设置悬念

法，对比法和名人故事导入法。例如，在生物化学中讲授关于“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α-螺旋”时，可以通过

询问学生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关注过头发拉直后，会比以前更长的现象，继续追问这是什么原理？然后，教

师适当介绍，因为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其蛋白的二级结构是由很多 α-螺旋组成，当头发进行拉直时，

经历高温高湿的条件，这些 α-螺旋结构中的氢键被破坏，因此，头发比之前更长了，这就慢慢的勾起同学

们的兴趣“α-螺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二级结构”，顺利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主题。对比法是给学生提供一

组差异比较显著的数据或图片，让学生自主发现其中的规律，然后突出授课重点。例如，在讲授胶原蛋白

的结构和功能时，可以给学生展示两张照片，一张是婴儿光滑细嫩的皮肤，另外一张是老人满脸皱纹的皮

肤，还附上一句名言，世界胶原蛋白之父布兰特曾经说过：“皮肤衰老的过程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

让学生对比观察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加深对胶原蛋白的印象，从而展开讲授胶原蛋白的分子结构，功能和

应用领域。学生对轶闻趣事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在讲授一些重要发现和代谢过程时，可以通过

与学生分享科学家如何发现研究成果的励志故事。例如，在讲授 DNA 的双螺旋结构时，可以通过讲述沃

森，克里克和富兰克林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渊源，最终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荣获 1962 年诺贝尔生

理医学奖，激起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热情，也对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增进了解。 
2) 教学手段多样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4]。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难懂难记的知识

点，如果融合诗词歌赋的元素，将学习专业知识和培养人文素养有机结合，有助于学生记忆，陶冶学生

情操和活跃课堂氛围[5]。例如，南京大学杨荣武教授主讲的《代谢生物化学》，就将代谢总论，糖酵解，

柠檬酸循环和生物氧化等重要代谢过程，能量计算和关键限速酶等特点分别通过“心程代谢”，“糖酵

解有点甜”，“TCA 有点酸”，“今天我要氧化你”等《生化歌曲》以慕课视频形式展现出来，因此，

复杂深奥的代谢生物化学原理变得有趣、通俗和易懂，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兴趣。学生在丰富课余生活的

同时，把生化歌曲中的歌词也记住了。另外，单纯的传统多媒体教学已显然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追求

和渴望。在线下教学模式中，有机整合和结合线上教学资源会带来锦上添花的教学效果。在生物化学教

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进行学生签到，随堂练习，主题讨论和抢答等进行教学互动环节。

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和宝贵的国家级精品课程资源，学生可以领略到名师课堂，也可

以感受到金课的魅力，树立今后为人师表和诲人不惓的信心。总之，这种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可以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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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学课堂，也有助于学生课后对专业知识的巩固和知识范围的拓展，同时也为培养更具专业学科素养

和教学技能的师范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3) 了解学生的发展需求，做到因材施教。针对教师授课重点难点把握不准的特点，教师应该了解学

生的发展需求进行学情分析，设计兼顾共性要求与个性需求的培养方案与教学管理制度，为师范生发展

提供空间。对于那些目标不明确的学生，教师可以帮助他们对毕业后发展方向进行合理规划。只有学生

真正明白自己的毕业目标，教师在培养过程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4.2. 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树立学生的信心 

1) 角色互换，体验教师的感觉。在生物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改变原来教师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可

以经常让学生体验教师的角色，让其自主性逐渐体现出来。为了加深学生对生化重点难点知识的印象和理

解，可以请学生以教师的身份来给其他同学讲解重点难点和进行易错课后习题答疑。根据学生对该知识点

和题目的讲解清晰和完善程度，适当查漏补缺，进行合理的引导，既能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增强对

生物化学这门学科的学习热情，还能理解教师在准备教学教案过程中的艰辛，教师也可以反思自己在教学

过程中的疏忽和遗漏之处。另外，邀请不同层次学习成绩的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学习经验分享，根据不同学

生提供的学习方法和取得的学习效果，有助于增进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是对知识点的回顾和有效总结，也可以通过这个过程培养更善于表达和归纳总结的师范生。 
2) 多样化的课堂组织形式。针对生物化学课堂枯燥乏味的特点，教师可以通过丰富课堂的组织形式

来活跃课堂气氛，引导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课堂。教师可以将教学班级分为几个小组，将教学

重点难点以辩论或主题讨论的形式，让小组之间围绕辩论主题查阅相关资料，在课堂上积极思考辩论小

组间不断提出的新问题，生化课堂中既融合了辩证思维的思政元素，也锻炼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提高了

教学效果。同时，还让学生理解了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备小

组互助和合作学习体验。 
3) 实验操作演练，深化理论知识。师范生毕业后所从事的教学岗位涉及到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

的传授，为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也更深层次的理解理论知识，可以将生物化学知识点通过实验模

型的制作体现出来。例如在介绍 DNA 双螺旋结构特征之前，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自主预习双螺旋结构

的知识要点，课后制作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课堂上将学生们自带制作模型进行展示和讲解，这种模

式既锻炼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又可以将理论知识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4.3. 紧跟科学技术前沿，保持思想创新 

针对传统生物化学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陈旧的现状，教师应该保持终身学习和不断教学反思的态度。

教师除了不断提高教学技能和改善教学方式的同时，还应该将本学科前沿进展适当穿插在教学课堂中，

让学生体会到本学科是处于时刻发展的状态，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思想，提高自身专业发展的意识。例

如，在讲授 DNA 的碱基种类时，可以引入最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科学家通过将 4 种人工合成的碱基，

与天然存在的四种核苷酸结合，创造出由 8 种碱基组成的 DNA 分子，像天然 DNA 一样可以存储和转录

信息[6]，这样的研究成果颠覆了学生在教科书上的认知，让学生感受科学研究的震撼和魅力。另外，还

可以将教师所从事跟生物化学相关的科研成果引入到课堂中，塑造和完善自身的教学风格，向学生言传

身教灌输师德的重要性。 

5. 结语 

为提高师范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推进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对师范毕业生工作

能力的认可度，将师范生毕业要求融合到生物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目前师范院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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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学教学与毕业要求不同程度脱节的现状，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教师要丰富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根据学生的毕业和发展需求，因材施教；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不断进行教学总结和反思，塑造自身的教学风格，帮助学生

树立教书育人的师德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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