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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既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新颖的育人模式，通过分析当前《生物化学实验》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本文阐述了“课程思政”融入《生物化学实验》专业课程的必要性及

方法和策略。通过充分挖掘生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以实现将教书和育人相统一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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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brand-new education idea, and also is 
a kind of new educational mode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biology chemical experiment 
cours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and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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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biolog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We can truly unify teaching 
and educating students by excavating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biochemical ex-
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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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 3 号以下简称为《纲

要》)，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重点内容，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点，部署高校

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2]。目前，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科教学的课堂中，已经成为

了高校教师的普遍共识[3]。本文着重探讨了在生物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活动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方法策略及可行性等问题，希望能够为高校相关专业实行思政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思政教育融入《生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立德树人，在培养实验能力的同时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生物化学实验》是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相关专业中非常重要和基础的专业必修课，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学生会对生物化学研究常用的技术手段有较为系统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生物化学理论的

理解和掌握。该课程要求学生不仅能受到相关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同时还希望能够培养学生提出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并学会如何正确、客观地观察及记录实验现象、结果、数据并科学的对其进行比较、分

析，最终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拥有严谨的科学思维。 
由于《生物化学实验》是几乎所有生命相关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且开课时间较早，往往在学

生的大一或大二阶段开设，在生命相关专业的学生培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育人优势，因此，它也成为了

实践思政教育融入课堂这一探索之路的重要试验田。当前，大多数生物化学实验课程的教授内容仍只着

重进行专业知识的教学，往往容易忽视在专业教育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这一问题。大学阶段正是

学生心理成熟的关键时期，教育工作者应该把握时机，在建立知识技能基础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科学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使他们在进入工作领域后能够真正推动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4]。 

3. 生物化学实验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方法和策略 

生物化学实验中很多简单的理论知识或反应过程，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博大的思辨智慧。因

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深挖核心知识点对应的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启发，让学生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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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观(表 1)。以蛋白免疫印迹实验为例，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了一篇 2020 年发表在

《细胞》杂志中的研究论文，该文作者为了找到直接调节脂肪酸合酶的因子，希望能够首先分离出保持

高生物活性以及结构均一的脂肪酸合酶，然而在蛋白纯化的实验中，实验者发现每次纯化蛋白质合酶的

时候都会有一个 20 kDa 左右大小的蛋白条带被同时纯化出来，这个像极了“杂带”的微弱条带，在以前

对脂肪酸合酶复合物研究的四十多年过程中从未被报道过，然而实验者并未忽视这条特殊的“杂带”，

而是针对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发现并报告了一个新的可调节酵母脂肪酸合酶活性的 γ 亚基，补充

了人们对于脂肪酸合酶复合物结构的认知，为肥胖症等相关代谢类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5]。教师通

过同学生讲述这些科学探索过程中小故事，不仅可以生动的讲解课程核心知识点，更便于学生对知识要

点的理解，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观，教育学生不要放弃可重复的实验中发现的一些看似

偶然的小现象，遇到问题要善于思考分析，敢于发问，敢于挑战权威，做实验课上的有心人。 
 

Table 1. Typic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reakthrough point in “Biochemical Experiment” 
表 1. 《生物化学实验》典型的课程思政切入点 

序号 授课要点 可挖掘的思政元素 课程预期 

1 生物化学实验规则 
实验安全教育； 
规范实验操作； 

规范处理实验废弃物 

提升学生实验安全意识； 
加强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 

2 哺乳动物细胞总蛋白的 
提取及定量测定 定量实验数据处理的严谨性 培养学生的严谨态度、 

工匠精神和学术诚信 

3 鼠尾 DNA 的提取 实验动物伦理道德规范 
培养学生正确对待实验动物； 
教育学生开展动物实验需 
遵循社会道德标准和原则 

4 蛋白的免疫印迹 正确应对与预期不符的实验结果； 
坚持客观唯物主义 

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 

 
当然，除了表中列出的一些经典的“课程思政”切入点之外，仍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课程

思政元素，在未来的授课中还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改进。除上述可以作为思政教育切入点的课程外，还可

以从以下角度深入探索可以融入生物化学实验中的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多维度的思政教育。 

3.1. 树立学生正确的科学观和价值观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生物医药产业是关乎国家人民健康和实现全面小康的物质

基础，因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生命科学这一领域作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事业。由于专业的

特殊性，学生更需要树立并坚持正确的科学观和价值观，在学习专业知识特别是在未来从事专业研究的

时候，一定要学会去除对环境的错误认识，以及对环境表面现象的迷失与执着，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进

行研究。 
作为一门理学类的专业课程，《生物化学实验》在开课之初，非常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

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因此，在该课程的绪

论课中，教师通过分享历史上的知名科学家如袁隆平、屠呦呦等进行科学研究的真实案例，了解一个科

学问题从发现到最终被清楚的解释这背后的故事，让学生们充分的意识到生命学科探索的艰难和不容易，

希望他们能够不盲目的追求功利性的研究成果、不急功近利，而是学会脚踏实地的进行科学探究，这种

贯穿于理学学科中的人文素养的教育能够逐步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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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和科学人文观[6]。 

3.2. 树立民族自信心，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过去的近十年中，众所周知，我国的生物学、生物医药相关研究有了显著的进步，是近代中国生

物学领域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在合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结构生物学等研究方向的持续进步推动

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发现、大突破。国家对该领域的支持，无论是经费的支持还是相关研究平台的建设

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加快学科发展的速度。 
2021 年年初，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公布了 2020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评选结果，这其中不乏很多在国际上领先的研究成果。比如，由饶子和院士率领上海科技大学等单位组

成的抗新冠联合攻关团队，在国际上率先解析了新冠病毒关键药靶主蛋白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高分辨率

三维结构，这也是世界上首个被解析的新冠病毒蛋白质的三维空间结构[7]。像这样重要的领先国际的科

研成果，在我国近年来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比比皆是。因此，作为高校生物学科的教育工作者要抓住

这样的机会对学生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授课过程中同学生分享这些内容，是非常有利于帮助学

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们走出国门去吸纳国外更先进的科学知识、科学技

术，激发他们未来学有所成后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3.3. 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在日常的实验教学中，我们会不断挖掘学生的潜力，鼓励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积极参加专业的学科

竞赛。在竞赛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学生们会经历从组队、课题的立项、实验设计、实验实施、数据结

果整理及提交，一直到最后的预、决赛答辩这整个过程。在这其中，指导教师会格外注重发掘学生的创

新意识并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当课题研究出现瓶颈时，教师会鼓励学生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

对实验方案进行讨论和修订，这对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非常有帮助，会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表达能

力和归纳总结能力等；另外，当实验中遇到不易解决的问题时，比如出现同预期不符的实验结果时，教

师会鼓励学生敢于直面问题，不逃避不放弃，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在提升实验能力的基础

上还会渐渐的体会到科学家们不畏困难、坐得住冷板凳、刻苦钻研的拼搏精神；当学生在比赛中取得好

成绩时，他们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会深刻的意识到付出就会得到回报，天道酬勤的人生哲理；当比赛成绩

不理想的时候，教师也会教会学生如果平和的面对人生的逆境，同时不要自暴自弃，要学会从中找到失

败的原因，保持自己对理想的憧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接再厉等等。 
总之，学生在参加学科竞赛的过程中，一定会收获以往传统课堂上收获不到的体验、经验，提升各

方面的能力，这在他们未来的科研之路上将会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4. 结语 

教书与育人是一个辩证的、统一的过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必然渗透着对学生思想、灵魂的影响[8]。
自古以来，高等教育学府的教师们就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人生路上十分重要的导师，

大学阶段正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建立的关键时期，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生物

化学的实验课程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科学道理和人生哲理，授课教师要深刻的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利用授课点滴感染和熏陶学生，争取在教授专业课程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实现专业育人与思

政育人的契合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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