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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是落实这个任务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三

全育人”的关键。《细胞生物学》是生物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知识点和思政元素丰富。本研究探索地方

本科院校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在理论研究和实际调研基础上，以生物技术省级一流专业为

依托，探索《细胞生物学》一流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模式及有效路径，建立该课程思政教学及评价体系，

总结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探索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积极开展“体系重构、能力提升、效

果评价”并重的思政模式创新，能以点带面起到辐射带动作用，为生命科学类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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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alway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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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lement 
this task, and it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three-complete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provinci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local undergrad-
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s cell bi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
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lying on provincial first-class major of biotechnology, the innovative mode 
and effectiv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first-class courses are established, the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is summarized, 
the effective teaching mode and method are explored, and the path of improving teachers’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bility is explored, and the effect evaluation of system reconstruction 
ability is actively carried out.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l with equal importance 
can play a radiating role to the point and surfa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ife science majors 
to carry ou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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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是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专业课程要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德育

内涵和德育元素，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将学生培养成为既有高尚品德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同时还指

出“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 
近年来，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在教育领域备受关注。OBE 即成果导向教育，源于上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它强调教育应该以学生的学习结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培养学生

的综合能力来组织教学活动，通过合理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评价方式，帮助学生获得未来发展所

需的知识、技能和素养[1]。为有效落实 OBE 理念，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本课程教

学团队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修订课程育人目标、重塑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强化课程专业

知识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联系，凝练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红色基因、文化引领和价值元

素，做到思政融入在细胞生物学课程知识体系和教学组织环节中全覆盖，着力打造细胞生物学课程“三

全育人”新格局；主要围绕“辩证思维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

极探索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集体主义和爱岗敬业精神”、“爱国主

义和社会责任感”、“科学素养与正确生命观”六个维度进行设计，确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

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同时，把握国内外研究动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调研现状，从思政水

平提升、典型思政案例打造、教学改革研究深化、建设成效评价等方面研究理工科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

的建设内涵，提出以思政教学能力提升为引擎，以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和思政成效评价体系构建双体系双

轮驱动的“一引两驱”思政理念，丰富课程思政建设理论。旨在通过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提升课程

内涵建设水平，靶定课程育人目标和推动课程教学高效组织实施，助力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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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达成，为培养能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建设的“有理想情怀、有扎实基础、有专业技能、有服务意识”的

“四有”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贡献课程思政建设的“细胞生物学模式”。 

2. 现状分析 

《细胞生物学》是生物技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于 2021 年获批为陕西省一流本科课程，

同时也是该专业学生考研必考的专业课程之一。由于课程内容抽象难懂，学时有限，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更偏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学科价值引领和政治思想引导不足，对学生意识形态引导和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并有机转化到专业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欠缺。在“立德树人，人人育人”的“大思政”格

局下，教师应及时更新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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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校“立足商洛，面向地方，服务基层，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办学定位，以及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宗旨，需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探索课程

思政在地方院校一流专业基础课的融入模式和建设路径。近年来，依据学校 2020 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OBE 理念的落实与实施，课程育人目标的制定与分解成为《细胞生物学》提升课程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必然抓手，也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方案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指导。 
目前，关于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有关学者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考虑到不同学校不同

专业学科背景以及不同学情分析，除思政理念之外研究结果的可参考度不高，思政特色不明显。以细胞

生物学课程为例，前人相关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思政教学过程组织、思政教学资源开发、思政教学效果评

价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与实践探索，但是研究者均仅仅停留在以上 3 方面某一个点重点切入，缺乏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系统性思维考虑和研究实践推广，即使有部分研究者针对各自主授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试点形式上做到了“面面俱到”，但因缺乏系统性导致参考价值不高和示范推广难度大。同时，在高等

学校“大思政”教育背景下，不少学校和课程“为思政而思政”，思政教学出发点和目标不清晰，原因主

要是课程思政教育未能充分贯彻和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 OBE 理念，真正实现思政

建设工作与课程育人工作无缝对接。 

2.1. 思政教学组织方式创新研究 

庞秋香[2]通过多年课程教学改革和混合式教学探索，依托网络教学平台，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PBL”教学模式，将课程思政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学生深受教育和启发。王宝娟等[3]从更新教学目

标、优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评价 4 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探索；寻找课程思政教学

的源头活水，以自然渗透的原则将课程思政融入细胞生物学教学，并在考核中融入德育评价，寓价值观

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黄艳[4]思政课教学应结合融媒体技术的应用优势，优化教学内容的协

同设计、整合教学资源的共享创新、促进教学主体的双向融合。李文艳等[5]通过深入挖掘课程知识体系

中的思政元素、密切联系国情和社情等措施，砥砺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担当意识，打造更有温度、更有态度的专业课教学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陈凌娜

等[6]针对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三全育人”

是新形势下高校教育教学的新理念、新模式。李晓红等[7]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深入挖掘课程专业知识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映射，将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探索课程思政赋能的 PBL-SPOC 融合教学模

式。贝学军[8]在分子生物学课程中深入课程思政建设，实现分子生物学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同步

发展，使学生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科学文化素养。白雪莲等[9]结合微生物学专业课教学工作，

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课程评价 3 个方面探索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的途径，充分挖掘理论课与实验课

的思政元素，为思政教育进课堂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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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思政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高润池等[10]将科学精神的思政元素融入到实验教学中，以实验为载体，基于“科学传授犹如科学探

索”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充分体会科学探索的过程，并使其建立科学研究的思维、态度和品质。吕林兰

[11]从高起点确立课程思政目标、全体系优化课程内容、全方位发掘课程思政元素和全要素推进课程思政

实施，即“一高三全”方面入手，对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开展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以期为生物

科学的课程思政提供参考。朱红钧[12]探讨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根本问题，以西南石油大学工科专

业典型课程为例，阐述了“双融双促、三寓四化”式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与实践总结，提出了改进措施。孙

文秀[13]从思政育人目标、教师思政教育能力、思政元素挖掘及实现路径等方面探索和实践了细胞生物学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以期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为其他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提供

一定的参考。苏立宁等[14]探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思政在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中的实践及效果，为医

学生物学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刘军锋等[15]从实施思路、适宜课程思政的知识点、具体实

施方法及效果等方面介绍了作者对课程思政的探索，体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

的教学理念，为生命科学类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参考。段志强等[16]先阐述了“BOPPPS + 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在“细胞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应用的流程，然后论述了“BOPPPS +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在

“细胞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应用的成效与反思。聂永心等[17]深入挖掘细胞生物学课程中所蕴含的思

政教育元素，并将其融入教学活动中，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形成合力，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生物学人才。钱洁等[18]充分挖掘专业课教材内容的思想性，明确了专业基础课思政教育阶段、专

业课思政教育阶段以及实践环节思政教育阶段的分阶段育人目标。结合教材内容、专业特点和学生思想

实际，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率先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引入课程思政教学。 

2.3. 思政教学元素挖掘研究 

吕侠等[19]根据细胞生物学课程内容，深入挖掘提炼其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采用嵌入、渗透和延

伸方式，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到细胞内膜、细胞信号转导、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细胞分化等细胞生

物学中重要知识点中，使之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李翡翡[20]将围绕细胞生物学中课

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方式进行探讨，同时以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专业认同感、科研精神四个方面的育人

目标为例，对细胞生物学教学内容中的可切入点进行挖掘与探索，以期为细胞生物学以及其他生物类课

程中课程思政的开展提供参考。秦洁等[21]将五星教学框架融入对分课堂的精讲环节，并且与课程思政无

缝对接。本文以抗生素中的青霉素教学设计为例，介绍对分课堂和五星教学模式的融合。王霞等[22]将大

量课程思政案例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第二课堂创新研究，与科教融合相结合，探索

了“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改革途径。徐鑫等[23]针对课程思政如何在专业课程上开展和推进，以细胞生

物学专业课作为研究对象，制订整体目标和实施思路，实现课程思政贯穿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方案和举措实用性强，适用于理工农医等各专业课程的推广。马振玲等[24]探索、提炼细胞生物学知识体

系中的思想价值和科学内涵，将思政内容有机地融合到课程建设中。高校应重视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的

引领作用，重塑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目标，将思政内容融合进细胞生物学课程，并总结实践过程中存在

的不足、思考相应的改进措施，这将有助于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科研

精神。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从不同的角度对《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探索与实践，然而仅注重

从理论上讨论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忽略对课程思政的建设内涵与实施路径创新、建设成效的

评价及教师队伍“思政”能力建设方面的系统性深入研究。本研究紧密对接我国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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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审核评估标准和一流课程建设要求，坚持以 OBE 理念为指导原则，旨在从思政氛围营造、教学团队建

设、思政能力提升、思政案例优化、思政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助力我校生物技

术省级一流专业及《细胞生物学》省级一流课程内涵建设水平再提升。 

3. 提出问题 

3.1. 《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与思政“两张皮”的问题 

地方本科院校在理工科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易陷入课程与思政“两张皮”、课程思政

“硬融入”的现象，不重视对建设内涵的探究，面对“三全育人”的新形势，未能及时对建设内涵予以更

新深化，而造成课程思政在教学参与主体、教学目标、教学切入点、理论与实践教学、教学组织环节等

方面的定位不准不稳以及难以体系化合力支撑课程育人目标达成的问题。以我院《细胞生物学》省级一

流课程建设为例，尽管近年来紧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势头，在微课教学、研究性教学模式和课程思政方

面开展了大胆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在课程思政教学方面仍然存在比如：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

课外、重理工轻人文、重思政轻反馈、重部分轻全员、重传授轻应用、专业认同感底和使命感不强等问

题。因此，如何理清 OBE 理念下课程思政的建设内涵并构建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确保课程育

人目标达成是亟待解决的教学问题之一。 

3.2.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评价不足的问题 

自课程思政提出以来，虽有大量的研究，但课程思政质量评估、教学评价体系还相对薄弱，其评价

标准、评价维度、评价量表等的研究均处于探索阶段。其首要原因是课程思政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其建

设的路径、教学改革、教师思政能力提升等仍在探索中，尚未形成科学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课程

思政属于隐性教学，其有效性、融合性、迁移性等特点难以测量。此外，课程思政涉及的对象多元化，在

综合设计评价体系和实施考评上难度较大。因此，如何立足应用型本科院校定位，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突出评价的目标性、引导性和激励性原则，强调评价指标的系统性、完善对课程体系整体协同功能

的评价，强化“学生发展为本”，帮助教师根据学生的参与度、满意度和提升度进行反思，提高思政教育

效能，制定科学的课程思政评价标准是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之一。 

3.3. 《细胞生物学》课程师资队伍思政能力欠缺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对于高校专业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专业课

程思政教育成为了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呈现出教师课程思政意识不强、课

程思政能力不佳。目前，一些专业课教师往往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

联系，不能够发挥促进作用。对于课程思政意识不够强烈，缺乏相应的能力和技巧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些专业课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往往采用单一的教育形式，缺乏丰富多样性。同时，在内容上

也比较单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体育人效果。因此，为了真正实现课程思政赋能《细胞生物学》一流

课程建设和保障课程育人效果，在《细胞生物学》课程建设和实际教学中，探索提升课程团队教师的课

程思政能力的路径和方法，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近年来的大量教学实践和调研分析，结合项目组成员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总结

实践教学环节目前存在如图 1 所示的思政元素待挖掘、组织形式单一；思政主体单一、思政能力不足；

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指标不系统“三大痛点”。围绕课程育人目标达成，从思政教学组织、思政团队建

设、思政效果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细胞生物学》思政教学改革，开拓教师思政能力提升路径，重

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及评价体系，提高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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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course of Cell Biology 
图 1.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改革内容 

4. 改革措施及成效 

本研究秉承 OBE 理念，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践验证–结论应用”的项目研究

逻辑思路，立足“专家指导 + 院部主体 + 教师主责”三层架构的组织保障，从“学生主体、教师主导、

课程载体、教学途径、教学方法”五个维度协同切入，结合大纲修订、计划制定、内容重构、思政考核等

方面系统推进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改革实践，构建“三渗透四融通五结合”思政教学体系和思政建设评

价体系，不断提升团队教师思政教学能力，为实现“价值引领 + 专业认同 + 知识传授 + 能力提升”的

课程目标达成和构建《细胞生物学》一流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培养符合地方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探

寻出值得推广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人才培养实施路径(见图 2《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构建框

架图)。 

4.1. 强化课程顶层设计，制定明确的《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为了实现全面育人的目标，本项目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撑，包括认知与实践、理想信念教育、思

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教育、劳动教育和美育教育等方面。这些支撑可以帮助学生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能力。通过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有目标、有

重点地完成课程教学大纲修订，重构“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明确《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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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ramework diagra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Cell Biology 
图 2.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构建框架图 

 
教育目标。通过教育，让学生了解社会现实，认识人生价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

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的人才。另外，一流应用型本科教育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课程思政的

实施路径应该以专业产出与行业需求对接为导向，精准提炼学科、专业和行业思政元素，构成完善的人

才培养体系。 

4.2. 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构建“三渗透四融通五结合”式教学体系 

在《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中，以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探索课程思政体系构

建、教学方式方法创新、以及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科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协同配合，凸显课程

思政在协同育人方面的内涵建设，实现全面育人的新局面。本研究将课程思政元素无缝嵌入学科基础性、

实践应用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将课程思政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与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过程有效融通；依托课堂和网络教学平台，采用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理科知识与人文素养相结

合、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信息技术与案例教学相结合、课前–课中–课后相结合的多元混合式

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分组讨论中融入的思政元素的手段进行教学实践，构建《细胞生

物学》课程的“三渗透四融通五结合”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探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生物技术专业开

展的可行方式和有效应用模式。 

4.3. 重视思政队伍建设，构筑《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共同体 

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和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审核评估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需坚持“以人

为本”的教育方向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师作为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重要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首先，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学生思政素

养、综合品质，这就需要专业教师共同努力，通过思政教学实践、思政教学比赛、思政教学研讨等途径，

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同时提升思政理论素养。同时，为了贯彻落实好“三全育人”理念，课程思政效果

的保障更离不开学工管理人员的参与，只有专业课教师与学工管理队伍通力合作才能组织好课程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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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各个环节。其次，针对专业教师思政素养不足的问题，可以邀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借助其专业

优势为学科专业教师进行思政知识补习，创建协同育人的格局，构筑本科教育课程思政实践的共同体。

再次，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支撑和带动课程思政建设，如在《细胞生物学》

项目实践探索中，把党员主题活动与系室教研活动有机结合，创新开展“党建 + 课程思政”教学研讨组

织模式，集体备课和专题研讨的方式围绕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设立、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关系与课程思政融入点、思政元素、思政内容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通过全面加强生物类课程思政建设

和科学合理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需要针对课程思政

教学过程进行系统性的设计，激励教师充分发挥自身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增强大学生情感、认知、

行为方面的认同。 

4.4. 围绕“一流课程”建设目标和实施方案，探索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为了充分发挥课程思政教育共同体的主体作用，实现预期育人目标，真正达到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必须认真梳理并建立课程思政成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渐形成课程思政与成效反馈“双融双促”的良性机

制。在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构建，一方面需要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贯穿全过程，

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强保障；另一方面需要基于学科特征，体现学科核心素养与

人才培养的突出优势，形成多维多层多元、具体且可操作性强的课程建设评价指标和相应的指标权重，

以确保评价体系的全面性、规范性。在充分发挥课程建设评价体系问题诊断和过程监测功能的基础上，

促使其成为推动一流课程建设的重要支撑。具体而言，课程建设评价体系构建需要从课程目标、育人目

标、课程团队、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效果等指标，创新课程思政评价理念，明确评价主体、评价指

标、评价方法，评价的主体包括教师、学生、督导、同行、专家等角色；评价指标应包含课程建设、课程

组织、课程考核等相关指标；评价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构建《细胞生物学》课

程思政建设成效的内部评价体系。 

5. 结语 

本研究把握国内外研究动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调研现状，从思政水平提升、典型思政案

例打造、教学改革研究深化、建设成效评价等方面研究理工科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的建设内涵，提出以

思政教学能力提升为引擎，以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和思政成效评价体系构建双体系双轮驱动的“一引两驱”

思政理念，丰富了课程思政建设发展的实践模式，大胆尝试了基于 OBE 理念“一引两驱”的专业课程思

政建设实践创新。 
在一流应用型本科学院建设和新一轮教育教学质量审核评估背景下，本研究基于 OBE 理念将地方本

科院校理工科专业基础课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具体的实施途径联系起来，用系统完善

的理论体系指导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积极开展“体系重构、能力提升、效果评价”并重的思

政模式创新。本研究取得的成果对同类课程思政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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