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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阐述人工智能时代对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新要求，深入分析课程思政建设中的现状与问

题，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等方面。其次探讨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生物信息学课程的

各个环节，包括在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践以及考核评价体系中的融入策略。最后提出通过多方

合作、师资培训等方式促进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以培养适应时代需求、

兼具专业能力和良好思政素养的生物信息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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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bi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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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cs in the AI era, and th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are deeply analyzed, including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s and other aspects. Secondly,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each 
link of bioinformatics is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prac-
tice and evaluation system.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bioinformatics in the AI era through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teacher train-
ing, so as to cultivate bioinformatics tal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with professional abil-
ity and excell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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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纲要提出“加快

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学

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并强调“促进人工

智能助力教育变革”。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围绕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根本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而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需要高校进一步坚持立德树，强化政治引

领，加强高校课程思想教育工作，将立德树人内化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以及各个方面中去，要实现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格局[1]。2020 年 5 月 28 日《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 号)
的颁布，标志着高校各学科、各专业、各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 OpenAI、DeepSeek 为代表

的人工智大模型出现以后，各个学科领域都面临着变革与创新，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的课程教学工作。

生物信息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融合了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在生命科学研究、

医学、农业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 AI 时代，不仅要注重生物信息学课程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更要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思政素养，这对于生物信息学学科的发展以及为国家

和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深远意义[2]。 

2. 人工智能时代对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的新要求 

2.1. 强调创新与批判性思维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巨量涌现，生物信息学领域数据量(特别是基因组、转录组等)呈指数级增长，要求

学生具备创新性思维，能够在海量数据中挖掘出自己需要的数据特征和趋势，并能熟练应用新的算法(如
动态规划算法以及机器学习算法等)和多种分析工具及数据库。当今时代信息良莠不齐，批判性思维要求

学生要能够对 AI 生成的结果进行审慎分析和判断，避免盲目依赖以及判定信息的可挖掘性。例如，在生

物信息学研究中，利用 Google DeepMind 发布的 AI 模型 AlphaFold3 可以预测蛋白质、DNA、RNA 等的

几乎所有生物大分子的三维结构及其相互作用[3]，学生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去分析并验证其准确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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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批判性思维习惯，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2.2. 注重数据安全 

生物信息学涉及大量的生物数据，包括人类遗传资源、动植物种质资源等敏感信息。而 AI 技术特别

是国外的大模型平台，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的应用带来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伦理问题。2025 年 4
月 4 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将禁止位于中国等国家的机构访问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维护

的全球最大的公开癌症数据库之一 SEER 数据库，以及人类基因型–表型数据库(dbGaP)等数据库，这些

是全球生物医药人员长期依赖的用于研究及学习数据库。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强调利用数据的国家

安全，同时进行生物学研究和应用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

和国家的数据安全，特别是珍稀的种质资源数据。并且在与国外高校或机构进行基因数据共享研究中，

要确保数据的合法获取、匿名化处理等要求，因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强调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2.3. 培养跨学科协作精神 

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信息学的结合是跨学科的典型体现，生物信息学本身也是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在AI时代，学生不仅要掌握Perl、Python等生物信息学常用的编程语言，并利用多种开放工具(如BLAST、
MEGA 等)进行数据分析挖掘，更需要与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合作，共同解决复杂的生物信息学问题[4]。
课程思政建设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协作精神，让学生认识到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学会在团队中发

挥自己的优势，善于利用不同学科(特别是数学、物理等)的方法和工具完成工作，以加强学生的专业自信

心并践行“三全育人”要求[5]。如在建设秦岭药用植物转录因子数据库的过程中，需要联合计算机学、

植物学等专业的教师共同合作完成。 

3. 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3.1. 教学内容方面 

1) 思政元素融入不足 
专业课程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专业性较为抽象，同时由于专业课程内容

较多，而在压缩理论课时的当下，使得专业课程往往忽略了课程思政的教育。目前生物信息学课程的教

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专业理论和技术的传授，如基因序列比对分析、转录组分析、蛋白质结构预测等方面。

思政元素的融入往往是零散的、表面的，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例如，在讲解生物信息数据库时，只是

简单提及数据库如何检索及数据共享的好处，没有更深入探讨数据共享背后的数据国家安全和其社会意

义。 
2) 缺乏时代性内容 
教师们在授课过程中主要使用教材，而教材从编写到出版一般需要 3~10 年时间，缺乏最新的时代性

内容，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当下社会。目前我校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主要使用陈铭主编的《生物信息学》(第
四版)，相较于其他教材出版时间属于比较新的(2022 年 3 月出版)。同时目前的课堂讲授未充分结合人工

智能时代 AI 快速发展的特点，教学内容中也未更新融入思政部分。如没有针对性地将 AI 在生物信息学

中带来的数据隐私保护等新挑战、新伦理等问题，纳入课程思政讲授内容；也未融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的最新成就(Deepseek)和国家政策(“人工智能+”行动)。 

3.2. 教学方法方面 

1) 传统教学方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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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生物信息学课程仍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教师单向灌输知识，缺乏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互

动性。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思政教育的开展，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专业教师们在授课过程中，

经常会使用专业术语来传授专业知识，但这种方式往往会使得思政内容与讲授知识点“硬融合”，甚至

会给学生一种为了思政而思政的感觉，从而导致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质量受到影响，无法真正深入到学

生的心灵世界。如在讲解序列比对算法时，教师只是按照书本讲解算法原理，无法有效地将“科学家精

神”等思政元素融入其中，让学生深刻体会动态规划算法背后的思维方式和逻辑价值观念。 
2) 缺乏多样化的思政教学手段 
生物信息学作为生物技术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专业性很强较难掌握，学生在学习时的关注

点主要在考试内容上。因此，当教师在专业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时，学生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与课

程无关，并且不是考试的重点，导致他们对这门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效果也不佳，并且大多

数教师也不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AI 工具(如雨课堂等)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如可以利用 AI 模拟推

演人类进化演变场景从而让学生能够深入参与，也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展示生物信息学的科学史

和科学家的故事以进行思政教育。 

3.3. 教师队伍方面 

1) 思政意识和能力参差不齐 
生物信息学课程教师大多是生物或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背景出身，其自身的思政理论水平相对一般，

思政意识和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能力较弱。如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在生物信息学教学中自然地融入思

政元素，或者只是简单的说教，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并且由于专业课程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注重知

识的系统性、专业性，使得一些专业课程往往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2) 缺乏思政培训与交流 
学校和学科层面缺乏针对专业课教师系统的思政培训以及较少的交流机会，使得教师只能自己摸索

从而难以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水平，致使课堂形式较为单一，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如较

少组织教师参加关于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研讨会以及邀请思政专家对生物信息学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 

4. 将思政元素融入生物信息学课程的策略 

4.1. 在教学目标中体现思政要求 

1) 明确思政目标层次 
《生物信息学》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课程， 既有理论知识传授，更有实践能力培养，

还有思想价值引领。要把握好“三个关系”(图 1)，即明确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到价值引领的相互关系；

明确课堂内外融入式设计中知行合一的相互关系；明确思政课程授课方法与专业课程授课方法的相互关

系，真正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无缝链接，基于课程思政完成生物信息学课程顶层设计。因

此在生物信息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应明确思政教育的具体目标。在知识目标层面，学生要了解生物信

息学领域的数据安全、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在能力目标层面，学生要具备运用思政思维解决生物信息

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从生物学数据库检索、获取、存储和解释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各种生

物信息数据的能力，并在数据处理中遵循相关规范要求；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层面，学生要树立正确

的科学观、价值观，增强对生物信息学专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要更新课程标准，增加思政考核模块，

从多角度分析和挖掘本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6]。笔者自 2024 年获批校级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示范建

设项目后，已将思政目标纳入课程建设中并正在构建本课程的思政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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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hree relationship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bioinformatics courses 
图 1. 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三个关系” 

 
2) 将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结合 
将思政目标与生物信息学的专业教学目标有机融合，使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如在讲授

DNA 序列比对算法教学目标时，既要让学生掌握算法的原理和应用，也要让学生理解算法设计背后的创

新思维和严谨性要求，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

教学理念，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以在传授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同时，做好学生人格

建成的灵魂工程师，真正实现“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需要做好思政目标与

专业目标的“七结合”，即课程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课程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课程教

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结合；课程教学与“三德”教育相结合；课程教学与法律意识教育相结合；课

程教学与科学素养教育相结合；课程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  

4.2. 在课程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 

1) 挖掘专业知识中的思政素材 
深入挖掘生物信息学专业知识中的思政素材，坚持专业知识传授和育人目标提升相结合，讲好身边

故事，增强学生的角色代入感，发扬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比如在讲解基因组学这章内容时，以基因组

是每个细胞所固有的遗传信息，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为切入点，告诉学生虽然社会环境多变，但要坚守

本心、不忘初心，学习“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另外，通

过分享我院“援非专家”张军老师的先进事迹，传播社会正能量，引导学生热爱党热爱教育事业，学习

张老师攻坚克难的坚定意志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2) 结合人工智能热点问题 
结合人工智能时代 AI 在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融入思政元素。如针对 AI 在基因编辑中的应用

[7]，探讨其可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风险，如基因歧视、等优生选择。同时 AI 还有可能引发潜在的公平公正

问题，富裕人群(如埃隆马斯克)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为子女创造更多优势，而贫困家庭则难以实现，这会

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此外，基因编辑技术还可能导致人类基因单一化，破坏社会的遗传基因

多样性，影响人类应对未来环境适应的能力。因此可引入此类问题，让学生思考如何在发展 AI 技术的同

时消除潜在的伦理道德风险，并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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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教学实践中渗透思政教育 

1) 项目式学习 
采用项目式学习方法，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项目的过程中接受思政教育[8]。如组织学生开展基于 AI 的

蛋白质结构预测分析实验，要求学生遵循数据安全原则，尊重团队成员的意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通过课堂讲授的理论和实践上机操作(编程及数据挖掘分析)，可以指导学生运用所

学的知识和技能参加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服务地方等项目，引导学生掌握

从生物学数据库检索、获取、存储和解释基因组等各种生物信息数据，并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BLAST、
FASTA、MEGA 等)及 Perl 编程等技术对数据进行解读、分析，适应现在大数据发展需要，培养学生实际

运用数据学习的技能。 
2) 实验教学中的思政教育 
生物信息学需要较多的上机实验，因此可在实验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例如，在实验室使用过程中，

要求学生爱护公共教学设备，鼓励从多角度多方面完成实验项目，不拘泥于老师给出的实验方案，从而

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创造能力；在实验数据分析中，引导学生实事求是，要求实验结果具有可重复性，

严禁弄虚作假，培养学生的科研诚信品质。 

4.4. 构建思政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 

1) 考核内容多元化 
构建思政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内容应多元化。除了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考核外，还应包括对

思政素养的考核。在考试中设置关于生物信息学数据安全、道德伦理方面的论述题，考查学生的思政思

维能力；在平时作业中要求学生分析课程案例中的思政元素，考查学生感悟理解思政案例的程度。笔者

所带的生物信息学课程实施以“促进学生四层能力(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能力)发展为

目标”，制定了多元化的考核模式(图 2)，主要分为综合成绩 30% (主要考查基本能力、综合能力，包括

考勤 5%、小组任务 10%、线上自主学习 15%)、上机实验实践操作 20% (主要考查专业能力、综合能力和

创新能力)以及期末考试 50%(主要考查基本能力、专业和综合能力)，此成绩考核方式在 2023~2024 第一

学期(生物技术 2101 班)的混合式教学中首次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在专业课程考试中适当

增加了课程思政内容的部分考题，逐步实现课程思政有目标、教学组织有方法、课程考核有依据、教学

质量有保证。期末考试《试卷分析表》表明，生物技术 2101 班(34 人)平均成绩达到 82.78 分，显著高于

去年的生物技术 2001 班(31 人)的 74.26 分，同时 90 分以上的人数也从 9.68%提高到 14.71%。课程结束

后的在线调查显示，改革后的考核内容和评价体系更全面、也更受学生欢迎。 
 

 
Figure 2. The method of course examination 
图 2. 课程考核评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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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主体多元化 
评价主体应多元化，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等[9]。在学生的小组项目评价中，除了教师对

学生的评价外，还包括学生之间互相评价彼此在项目中的表现，如团队合作精神、项目式探索情况等，

这样可以促进学生自我反思和相互学习。而校内外专家及督导评价应包括课程开设次数，教师团队业务

素质，知识结构以及年龄结构等方面。同时要积极构建生物信息学教学课程组，实施以课程组为团队的

教学模式，努力创建立德树人和创新能力教育的新思政教学课程结构体系。 

5. 人工智能时代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的发展路径 

5.1. 多方合作，协同育人 

1) 学校与企业及地方政府合作 
学校与测序及数据分析公司、医药检测等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共同推动课程与时俱进，贴合市场实

际需求。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 AI 在生物信息学应用的实际案例，为课程思政提供丰富的素材；学校可以

为企业培养具有良好思政素养的人才，满足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需求。我校部分学生毕业后进入测序公司

从事数据分析挖掘工作，其工资收入远高于同班其他人，显示本课程具有良好的发展及就业前景。同时

笔者作为商洛市科技特派员，与地方乡村合作，将合作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教学案例反哺教学，巧妙渗

透大学生知农、爱农的乡村情怀教育，正面引导当代大学生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和服务基层发展的时代洪

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2) 本课程与其他专业合作 
基层教学组织是高等学实施校立德树人、落实教学任务、促进教师教学发展、开展教研活动、推进

教学改革的基本教学单位，是联系教师与学生、落实教学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其建设和管理水平直

接关系到学校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目前生物信息学课程已由多位专业课教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共同组建思政课程组，将章节或知识点分配给适宜的教师进行讲解。这样不仅能充分挖掘和拓展专

业课程的育人价值，更能推动专业课程向课程思政走深走实。而由多位不同专业背景教师组成的思政课

程组，在教学实施和保障中起着重要作用，将有利于课程组的协同作用，也将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和育人水平。 

5.2. 加强师资培训，提升教师思政素养 

1) 定期开展思政培训 
学校定期为各专业课教师开展思政培训，邀请校内外思政专家、知名学者等进行授课。培训内容主

要包括思政理论知识、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等，开展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生物

信息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培训。同时系内结合中国大学慕课(MOOC)、智慧树等多个在线开放平台，定期组

织本课程的思政教研活动，分享教学经验和案例，共同探讨如何有效实施思政教育[10]。 
2) 组织教师参加思政交流活动 
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交流活动，鼓励教师多参加全国性的课程思政研讨会、培训会，与其他高校

相关课程教师进行交流合作，如共同申报项目、合编教材等。通过这些交流活动，教师可以学习到其他

高校的先进经验，拓宽自己的课程思政视野。同时本学院及课程组教师要通过集体备课、教学示范课观

摩、多媒体课件评选、优秀教案展览、教学技能竞赛和教学名师评选等活动，锤炼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水平和课程思政能力。 

6. 结语 

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为生物信息学为代表的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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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深入分析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将思政元素融入生物信息学课程的策略，包括在教

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践和考核评价体系中的融入方法。同时，文章也探讨了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

在 AI 时代的发展路径，如多方合作、师资培训等建议。通过不断加强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建设与发展，

不仅能促进思政课程与各类课程的交流与合作，也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推动思政与课程

的协同育人新格局的建立，并推进“三全育人”教育机制在高校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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