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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态生物化学以其特有的抽象与复杂对教师的教学造成了三大难题——前因不明、后劲不足、应用不清。

而近些年兴起的对动态生物化学思政元素的挖掘浪潮则为三大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机遇。本文从深

挖科学史和科学精神、注重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相结合、探索交叉学科上的实际应用这三种思政角度出

发，结合动态生物化学思政元素的挖掘成果，为三大难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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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namic Biochemistry, with its unique abstraction and complexity, has caused three major prob-
lems for teachers’ teaching—“unclear antecedents” (lack of scientific history and scientif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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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stamina” (lack of latest research hot spots), “unclear application” (lack of practical appli-
cation), and the wave of excavation of dynamic biochemical curriculum political elements that 
have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has provided a certain opportunity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three ma-
jor problem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hree curriculum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f digging in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focusing on the combination of vertical extension 
and horizontal expansion, and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mbined 
with the excavation results of dynamic biochemi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us 
provides new ideas for solving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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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态生物化学(即四大物质的代谢)的研究内容决定了其知识点繁多、理论性较强且其中涉及的代谢反

应复杂枯燥的特性，这也催生了当今生化代谢教学过程中常遇到的三大难题——前因不明、后劲不足、

应用不清[1]。自习总书记强调“上好每一节思政课”以来，如何科学地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如何结

合自身专业的学科特点高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等问题成为了大家改革的重点。思政课程在丰富教学资源、

厚实课堂内容和注入人文情感上的显著作用，使得其成为解决动态生物化学教学三大难题的新角度与新

机遇。 

2. “前因不明”——深挖科学史和科学精神 

“前因不明”是指教师常常直接地讲授知识而使学生无法了解科学发现的具体历程，并且缺乏对于

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的挖掘与学习，造成知识学习不够深入的困局。而深挖动态生物化学知识点背后

的科学故事和科学精神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1) 国际方面可以结合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了解相关科学发现背后的前因后果及曲折经历，培养同学们的科学素养和坚毅

品格；2) 多融入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并着重强调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培养同学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从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才能更加全面地拓宽学生的视野、健全学生的科学品格。 
诺贝尔奖作为国际顶尖科技的风向标，获奖者孜孜以求的故事总能带给学生前行的力量。1953 年凭

借三羧酸循环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 Krebs 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典例[2]。Krebs 在不被导师看好、白天忙于

临床工作且受到德国纳粹残害的恶劣条件下，先是在 1933 年发现糖代谢反应链若要形成循环，顺乌头酸

和草酰乙酸间还缺少最后一环，而后在 1937 年偶然发现加入柠檬酸盐的鸽子胸部组织的代谢率明显降低

——缺失的物质就是柠檬酸！如此巨大的发现却戏剧性的被《自然》拒稿。即使后来功成名就，Krebs
在给学生们演讲时仍常常拿出那封拒稿信，以激励学生不迷信权威，在科学研究中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

见，大胆尝试。而我们在课堂上讲授三羧酸循环时用 Krebs 的亲身科研历程引导学生，可在将知识变得

更加有趣的同时让学生收获科学素养的锻炼。 
再以生化知识点中的中国贡献、中国力量为例。在讲解糖代谢的课程时，我们可以融入中国著名糖

生物学家张树政院士的故事。作为我国首位生物化学领域的女院士以及我国糖酶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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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政教授研制出我国首个糖化酶制剂——红曲霉产的葡萄糖淀粉酶，将淀粉降解为葡萄糖的效率提高到

九成以上；研究得到高产糖化酶的黑曲霉，每年可为国家节约资金 1.9 亿元[3]。我们在讲述故事时可以

着重强调她用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践行了大学时立下的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志向，激励同学们把自己的

梦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结合起来，立志于学科知识突破和生活生产发展，为构建创新强国的实现

做出自己的贡献。  

3. “后劲不足”——纵向延伸、横向拓展 

“后劲不足”是由于仅仅依靠教材上现有经典的知识难以达到激活学生思维的兴奋点，而且现有教

材不便于及时纳入最新进展造成的教学困境。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引入最新的科研信息、

引导同学们尝试阅读前沿文献，最大程度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好地服务教学。内容选择上

可以分成两个方向：1) 横向拓展——向学生介绍全新的、非典型的研究方向，将多个知识点相互关联；

2) 纵向延伸——向学生介绍经典知识点的前沿深度研究，表现知识的进步性和灵活性。横向、纵向双管

齐下，拓宽了生化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科学研究的能力。 
横向拓展代表一种视野和格局，即将所学的知识点相互联结而寻找新的方向。譬如在讲解磷酸戊糖

途径(PPP)时，可以拓展介绍在抑制因子 p53 发生突变或缺失的肿瘤细胞中，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
的活性增加并使得 PPP 的加速，从而产生大量 NAPDH 及戊糖，促进了核苷酸、脂肪酸及胆固醇等物质

的生产，这样便构建了糖代谢与核苷酸代谢和脂代谢知识网络[4]。在氨基酸代谢中，我们可以介绍限制

膳食结构中丝氨酸和甘氨酸的摄入会导致脱氧鞘脂的积累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脱氧鞘脂又与脂质

代谢联系密切[5]，这样便构建了建立氨基酸代谢与脂代谢之间的知识网络。通过此类学习模式，不但巩

固了对于各种代谢途径的理解，还建立了各种代谢间相互联系的印象，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是

一举多得的教学辅助手段。 
纵向延伸代表着一股钻劲与韧劲，沿着一条路一直探索，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譬如在讲解糖代

谢过程中的三羧酸循环时可以向大家介绍前沿文献“A plausible metal-free ancestral analogue of the Krebs 
cycle composed entirely of α-ketoacids”，这是对 Krebs 循环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学习这篇文章让同学们了

解乙醛酸与丙酮酸可在无金属或酶催化下产生一系列还原柠檬酸循环的 α-酮酸类物质，该反应以反向三

羧酸循环的顺序进行，这打破了我们正向三羧酸循环的固定思维[6]。再譬如，代谢反应如分解代谢最大

作用之一就是产生 ATP 为生物体供能，但最近有研究显示生化代谢产物在表观遗传修饰方面亦有重大作

用，即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的产物可促进成体干细胞增殖及其内外代谢上，为生化代谢历程的研究开辟

了新的研究视野[7]。即便是我们现在学习的知识，也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推翻或新的补充，这种虽

千万人吾往矣的探索勇气是我们应该鼓励的。 

4. “应用不清”——交叉学科上的实际应用 

论“应用不清”是指现今生化教材对于各个知识点的应用较为缺失或者停留在表面，而学生容易对

纯理论、少应用的知识点产生厌倦并且会固化学生思维。生物化学的知识点在应用上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从植物到动物，从微生物学到医学，生化知识一直是实用的工具，把一个个理论结果变成方便我们生活

的种种新事物。因此，积极介绍生化相关的实践和应用，能打破固化思想，提高创新意识，贴近生产生

活，对于生化的教学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生物化学在机体的物质组成及代谢变化上的研究使之成为微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譬如最近

研究人员发现，肠道缺氧诱导因子 2α通过一系列级联调节使得小鼠肠道维持较少的普通拟杆菌和较高的

瘤胃球菌，从而上调解偶联蛋白 1 (UCP1)和线粒体肌酸激酶 2 (CKMT2)的表达，导致脂肪酸代谢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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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新塑造肠道微生物的方式可以为减肥提供新思路[8]。还有利用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增强抗肿瘤治

疗效果等研究发现也体现着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交叉应用方面的巨大潜力[9]。这些都可以让同学们明

白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发面可以迸发出巨大的改变，也能让同学们让人们认识生命的伟大，并且培育他

们敬畏和尊重生命的情感，争取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 
利用生物化学的代谢途径开发癌症新疗法一直是医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以经典的肺癌中果糖

代谢通路的促癌新机制的发现为例，研究者先是发现肺癌细胞可通过果糖来维持癌细胞生长活性并促进

肺癌细胞的恶性增殖，再通过实验证明 2,5-脱水-D-甘露醇可特异性抑制肺癌细胞葡萄糖转运体 5 (GLUT5)
的正常功能从而阻遏的肺癌细胞的果糖利用，抑制肺癌细胞的体内恶性生长，为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

途径[10]。还有利用 NAD+可增强肿瘤免疫[11]、肝内胆管癌的治疗存在新靶点[12]等新的癌症治疗方案

的提出都体现了生物化学在医学实际应用的潜力与价值，而教师则可通过对相关新疗法的介绍，鼓励同

学们打开思维、树立社会责任感，并且积极向同学们介绍与医学关联紧密的“健康中国”政策，着重建

立完整的健康教育体系，引导学生建立“自主自律、珍爱生命”健康观。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做出重要指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

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

我们生物化学的课程思政必须要杜绝形式大于内容的乱象，在“三大难题”仍然阻碍学生学习积极性的

现在，从思政角度破解生物化学教学中的难题不失为一种勇敢的尝试。将生化思政元素系统性地、有机

地融合到课堂设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漫长的探索路程中，教师、学生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初

心、承担自己的责任。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化思政会成为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提高助

力者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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