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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化学是医学生的基础和主干课程，课程内容复杂且抽象。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抵触情

绪，为了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效果，本文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便利条件和丰富的资源，在教

学中进行一次初步教学改革，主要是在课堂上引用网络上一些生动形象的动画短视频增加学生的兴趣，

加深对生物化学中抽象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希望最后能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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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chemistry is the basic and main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whose content is complex and ab-
stract. Therefore, students are prone to conflic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biochemistry.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preliminary teaching reform in teaching.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reform is that short animations were appli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the convenience of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and abundant resources. This 
can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abstract con-
tents of biochemistry, hoping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biochemistry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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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高校生物化学课程的特点 

1.1. 生物化学对于医学生是一门基础且前沿的学科 

生物化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体的化学组成及其在体内代谢转变规律的学科，主要任务是从分子水平揭

示生命现象的本质，故又称生命的“化学”[1]。生物化学是医学院校必修的一门医学基础课，其理论知

识是临床医学各个学科的基础，技术手段也应用于临床医学中各种疾病的诊断等。因此医学生学好生物

化学可以为以后学习其他临床课程打下坚实基础[2] [3] [4]。 
生物化学不仅是医学生从事临床工作的基础也是从事医学研究的前沿学科[5]，其中生物化学中分子

生物学的内容就代表着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水平，为基础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2020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了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的哈维、迈克尔和查尔斯，他们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正是运用了

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基因文库和免疫印记[6]。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为临床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新药

的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例如现在针对肆虐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病毒的预防，科研人员研发的预

防新冠肺炎的基因工程疫苗正是利用了分子生物学中的基因工程手段。可见生物化学还是临床上前沿及

应用性学科。 

1.2. 生物化学课程内容复杂抽象难于理解和掌握 

生物化学内容十分广泛、概念抽象、代谢途径错综复杂[7]，尤其是作为前沿的分子生物学等章节的

内容更加抽象让人难以理解和记忆。与宏观的生物学，例如解剖学、生理学等，学生可以通过肉眼观察

到生物体的器官、形态或者病理特征增强记忆不同，生化作为研究微观世界化学反应的学科，学生不能

观察生物大分子的形态及反应过程，只能通过抽象的文字介绍想象其结构帮助理解和掌握，这对于入学

分数不是很高的专业学生，如护理等，是一门挑战。 

2. 现代高校生物化学的课堂教学特点 

2.1. 现代生化教学以传统教授法为主 

现代高校生化授课方式还是以教师制作幻灯片，通过文字向学生讲解课程内容为主，为了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授课教师也只能通过在幻灯片中加入静态的图片帮助学生理解动态的反应过程，但这对于理

解能力差的学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4]。最后为了应付期末考试只能

死记硬背，往往达不到教学目的。 

2.2.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生化教学采取新的教学模式 

目前全国各大医学院校为了调动学生对生物化学的兴趣，更好的掌握这门学科的内容，授课教师对

传统的课堂进行改革，采用如“翻转课堂”“慕课”或者 PBL 等各种新的授课形式，借用一些线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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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办公软件如“钉钉”“腾讯视频”等加强和学生的互动交流，注重学生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主导地位，

这些教学方式的改革也都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无论是传统或是新的教学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化内容抽象的问题，学生依旧要靠长时间背诵

加深记忆，所以我们还需寻找新的授课方式。 

3. 动态的动画短视频使抽象的生化内容具体化，能够调动学生对生物化学的兴趣 

因此为了让生物化学的内容更加生动具体，授课内容不仅要引入专业的生物大分子结构或功能的图

片，一些生动形象的生物大分子的化学反应过程的动态视频也可以加入授课内容当中。 
现在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很多微观抽象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制作成具体

的肉眼可见的过程，所以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模拟细胞内的分子发生反应过程的动画短视频，这些视频非

常形象生动的展现了细胞内染色体的结构，染色体中 DNA 如何缠绕成复杂的结构，以及 DNA 复制、RNA
的转录、蛋白质翻译、有关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技术等过程，用短短的几分钟的视频就取代了一大段抽象

的文字解释，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视频引入生化的授课内容，既能使生化微观的细胞内的结构或化学反应

变成可视化的动态视频，又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对生化内容的理解和记忆，从根本上解决生化内

容抽象繁琐难于记忆的难题。所以在生化授课中加入动态短视频很有必要，是大势所趋。 

4. 生化课堂中引入动画短视频的具体实施方法 

本研究在护理本科专业学生中进行课堂改革，主要在复制、转录和翻译这三章的课题讲授中加入动

画短视频。具体教学改革实施过程及效果如下： 

4.1. 动画短视频的选择和下载 

授课教师选择并下载有代表性的可以帮助同学整体掌握遗传信息传递的动画短视频，如果有涉及版

权不能下载的视频，则用录屏软件录制。本研究中选择的短视频有染色体在细胞核内结构，基因的结构，

DNA 的复制，RNA 的转录，mRNA 的转录后加工，蛋白质的翻译，蛋白质翻译后加工。 

4.2. 对下载的短视频进行加工注释说明 

从网络平台下载的短视频没有标明教材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因此授课教师通过电脑录屏软件把每

个短视频涉及的知识点补充到视频中(如图 1)，方便同学观看短视频时与课本联系起来，重点掌握知识点。 

4.3. 构建班级钉钉群并上传视频 

把准备好的短视频上传到建立好的班级钉钉或微信群，并要求学生课前对照课本观看视频进行预习，

也可为学生课后复习使用。 

4.4. 课堂利用短视频辅助授课教师进行讲解 

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课堂上运用短视频辅助授课教师进行讲解。讲解每一个有短视频对应的重要知识

点之前，先在课堂播放一遍让同学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再围绕整个短视频循序渐进用课本的知识深

入讲解，过程中也可以边播放边讲解，始终保持让同学有一个具体生动的印象。例如，讲解蛋白质翻译

过程时先播放短视频，再用电脑录屏软件把课本的知识和视频中的每个过程进行一一对应补充注释，如

图 1 中蛋白质翻译的视频中注释了核糖体大小亚基，小亚基中 A 位、P 位、E 位，解释了蛋白质翻译起

始时 P 位正对 mRNA 上的起始密码子 AUG，翻译延伸过程中大亚基有转肽酶的功能。课堂讲解时整个

视频一直贯穿于蛋白质翻译这一章的内容，最后讲解结束后再完整重新播放一遍短视频，让学生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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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生动具体的印象。课后复习时学生也可以再通过短视频进行巩固学习，加强记忆。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rotein translation process 
图 1. 蛋白质翻译过程示意图 

4.5. 教学效果的评价 

教学效果主要通过课堂中学生听课的状态、学生的反馈及最后的期末考试成绩来评价。第一，课堂

中加入短视频后学生的上课热情积极高涨，短视频能通过声音和动画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增加课堂效果，

且学生也能积极回答问题，和老师互动较好。第二，通过调查问卷在学生中进行匿名调查，最后统计结

果显示 99%的学生赞成课堂加入短视频，还有学生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第三，对期末卷面成绩

统计结果显示，引入短视频的三章学生的平均分为 24，而其他班级平均分为 20。因此从教学效果来看，

生化短视频在教学中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生化的兴趣，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并且能显著提

高学生成绩。 

5. 生化短视频引入生化教学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虽然生化短视频在教学中的引入对教学效果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有些符合要求的短视频很难寻找及下载。现在很多网络平台已经有很多专业的生化短视频，

但是可以和教材匹配的完整的短视频却很少，即使有符合要求的短视频也因为某些原因不能下载，所以

想用短视频覆盖生化教材所有重要反应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对短视频进行注释需要专业的技术。在此次教学项目实施过程中因为授课教师技术的限制对

短视频的注释比较粗糙，最后造成短视频的时长过长，增加了授课的时间。针对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解

决办法是找专业人员制作和教材对应符合要求的短视频。 
第三，生化课堂中引入短视频会增加上课的时长。大学教学中教材的每一章节的课时是有限的，如

果加入短视频在课堂的播放时间会延长这一章节的课时，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减少授课教师的讲解时间，

但是教师要讲多少，怎么讲又需要教师自己根据学生课堂的反应及时调整。 

6. 结束语 

大学生物化学一直是本科生认为比较枯燥乏味难以理解的学科，本次教学改革尝试从根本解决学生

对生物化学的厌烦心理，增加学生对生化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最

后也都有了解决的方法，最后的学生反馈和教学结果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说明项目的实施还是很有价

值和必要的。虽然项目还有有待改善的地方，但是通过这次的实践我们有了更好的经验为以后的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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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提供指导。总之，短视频在生化教学中的引入是提高生化教学效果的一个可行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他

医学专业也可以借鉴实施，提高整体的医学专业课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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