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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化学课程作为高校生物专业的核心基础学科，涵盖静态生物大分子与动态代谢途径两大知识体系，

具有深厚的科学内涵与思政教育潜力。针对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知识容量大、学生参与度较低等问题，

文章提出以“动静结合”为核心的创新教学模式，倡导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动态实例与静态知识的有机结

合提升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术兴趣和培养批判性思维。生物化学课程还应注重挖掘思政元素，开展教

学内容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式教学，通过实际的科研案例强化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实现生物化

学课程思政，为生物化学课程改革及“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落实提供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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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basic discipline of bi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iochemistry covers two major 
knowledge systems: static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and dynamic metabolic pathways,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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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tential.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large knowledge capacity and low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with “dynamic and static combination” as 
the core, advocat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dynamic examples and static knowledg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timulate students’ academic interest and cultivate crit-
ical thinking. The biochemistry cours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exca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arry out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strengthen students’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ctual scientific research cases, real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biochem-
istry course, and provide a practical path for the reform of biochemistry curriculum and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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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化学课程属于高校本科生物科学专业学生必修课程之一，其知识体系既可追溯到上世纪的学科

发展，又可延伸至当代微观生物学研究之前沿，可谓是纵贯古今整个科学发展史。上百位诺贝尔奖获得

者和我国微观生物学发展的奠基人成为与本门课程知识体系并进的人物线，因此生物化学课程也成为高

校课程思政融入的极佳契和课程。 

2. 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 

生物化学是生物学领域中解析分子本质的核心基础学科，其理论体系可大致分为物质和代谢两部分

[1]。其中物质包括糖、脂、蛋白质、核酸四个物质模块的结构和功能，对应的代谢则聚焦糖代谢、脂代

谢、氨基酸代谢和核酸代谢四个代谢模块组成的复杂反应网络。 
糖、脂、蛋白质、核酸是构成生命体的四类大分子物质[2]。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几乎参与每

一个生命活动过程；糖在生物体内发挥储存能量、结构支持及细胞间信号传递的功能；脂质不仅在细胞

膜的形成和维持中起到重要作用，还贮存了机体巨大的能量；核酸则作为遗传物质的存储者和遗传信息

的传递者，维持了生物的繁衍与进化。这四类生物大分子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基础，维持了有机生命体的

正常活动。通过上述内容的学习，达到使学生能够掌握四大物质的结构、功能、代表性物理化学性质，

并能够举例说明的基本教学目标。 
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离不开糖代谢、脂质代谢、氨基酸代谢和核酸代谢这四个核心代谢模块，它

们将生物体从外界环境中摄取的糖、脂、蛋白质等在体内经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合成和分解的化学反应，

最终将代谢产物利用或排出体外，并伴随着能量的转化[3]。生物体内四类大分子物质的代谢是一个高度

复杂的生化反应网络，其中每个反应环节间都彼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不仅让

学生了解机体物质代谢的基本过程，更有助于学生将基础知识与生物医学相联系，更好地理解生命与疾

病的分子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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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静结合”的教学方法 

所谓动静结合是一种将“动态”的生活实例与“静态”的学习知识进行有机融合的教育策略，旨在

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对复杂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学习效果。生物化学的知识结

构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实践性和跨学科融合的特点，并且与人类健康、营养和医药发展密切相关，因此

适合应用“动静结合”的教学模式。传统生物化学课程主要以课堂教师讲授、课下学生完成章节作业的

方式进行。但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研究的飞速进展，传统课本基础知识的讲授已远远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

对知识的需求[4]。课上内容深奥且知识容量大，课下记不住，已成为学生们生物化学课程学习的挑战和

困境[5]。“动静结合”主要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情景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学生实际课堂环境下

主动学习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通常强调学习者主动学习知识或联系已有的知识，情境学习理论主张知

识不能脱离真实应用情景，二者与生物化学“动静结合”的教学模式相契合。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

借助生活化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探究物质代谢通路、酶促反应和分子结构等核心知识难点，将抽象的概念

与现实问题进行融合。这种将书本中平面的“静态”知识与生活及科研工作中“动态”实例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内涵趣味，有助于提升学习效率与教学效果。 

3.1. 将枯燥的基础知识与趣味的生活现象有机结合 

用课堂上学习的生物化学知识去解释大家熟知的生活现象是让生物化学课程趣味化和形象化的有效

方式。反之，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生活现象也是讲授生物化学基础知识的科学导向。 
兴趣是驱动学生主动学习的首要方式。课本中的基础知识往往抽象且脱离直观体验，容易让学生产

生“学而无用”的抵触心理。我们可以将机体糖脂代谢理论和当代热门的减肥方法“生酮饮食”联系起

来，让同学们运用脂质代谢的知识理解“生酮饮食”减肥的原理、优点和不良反应[6]。具体来说，在介

绍脂质代谢、酮体生成与利用等知识点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分析当机体碳水摄入显著下降后，肝脏如何

通过 β-氧化产生乙酰辅酶 A(CoA)合成酮体，并作为替代能源供应脑组织与外周组织能量需求，从而实现

体脂消耗的过程。在课堂活动设计上，可先安排 5 分钟小组探究讨论，如“生酮饮食如何改变人体的代

谢路径？”要求学生结合脂肪动员、胰岛素分泌、酮体利用等知识，简要绘制代谢途径图。然后进行小

组辩论，如“生酮饮食到底是科学瘦身还是健康陷阱？”鼓励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从生理学与营养学角

度出发，评估其对肝肾功能、血脂水平、长期营养结构的影响。最后布置课堂作业，如让学生写一篇短

文，考察其对脂质代谢知识的掌握与实际应用能力。这种生动有趣的关联与课堂互动不仅帮助学生加强

记忆了脂质代谢途径相关知识，还让学生将知识进行了情境迁移，拓展了学科知识的应用。 
再如，脂质代谢涉及脂肪的合成、分解和转运等过程，脂肪酸的 β-氧化是脂肪分解供能的主要途径

[7]。少吃油炸食品是因为油炸食品含有大量的油脂，摄入过多会导致体内脂肪堆积，增加肥胖和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同时，可以介绍一些健康的油脂，如橄榄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对

心血管健康有益[8]。关联这些丰富有趣的生活实例使知识变得容易感知和联想，当学生发现所学知识并

非书本中硬生生的知识陈述，而是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时，就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 
此外，我们将生活问题引入课堂，让学生发现生活知识与科学知识存在的表面矛盾，使学生重构知

识体系。如胶原蛋白是一种纤维状蛋白质，它在皮肤中起到支撑和保持弹性的作用[9]。胶原蛋白分子结

构中含有大量的甘氨酸、脯氨酸和羟脯氨酸等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排列和相互作用决定了胶原蛋白的

特性。而口服的胶原蛋白会在消化道内被分解为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在体内重新合成蛋白质，但不会定

向补充到皮肤的胶原蛋白中。通过科学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碰撞，可以使学生跳出固有思维，形成独立判

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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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将平面的基础知识与立体科学研究进展有机融合 

课本基础知识与当代相关科研工作的进展往往具有一定的关联，如果能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感知到

生物科研工作的前沿进展，可以推动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他们的科研使命感。例如，

在讲授蛋白质结构章节时，可以为同学们介绍利用冷冻电镜技术观察分析蛋白质结构的科学新进展，用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的研究新突破，让学生领悟生物技术方法的进步是推动人们科学理论升级的源

动力，理解学科发展的底层逻辑。 
通过基础知识学习与科研进展的融合，还可以使学生将微观研究与宏观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跨尺

度的思维能力。例如，在介绍核酸章节时，以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卡塔林·卡里科和德鲁·魏

斯曼背后的故事，引入 mRNA 疫苗研究工作，通过 mRNA 修饰的方式解决体外合成的 mRNA 会被免疫

系统识别为外来异物，避免机体免疫过度激活，再进而通过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系统解决 mRNA 稳定性问

题，最终被广泛使用的一系列科研故事，让学生感知从“实验室”到“产业应用”的过程，体会“基础原

理驱动技术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工作[10]。 
此外，将基础知识与立体科学研究进展相结合，可以激发学生学术兴趣和培养批判性思维。我们在

介绍糖代谢内容时，不仅讲授课本中关于葡萄糖吸收，糖酵解、磷酸戊糖途径等整个糖代谢过程中的中

间产物生成及反应过程中的酶，还可以根据相关文献报道，介绍糖代谢在肥胖、糖尿病、肿瘤等相关疾

病研究中的作用。在肿瘤微环境中，一些细胞因子和信号通路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如乳

酸通过增加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1 的表达，促进乳腺癌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肿瘤微环境中的缺氧条件

也可以通过激活 Hif-1 信号通路，增加 Glut1 和 GLUT3 的表达，促进肿瘤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11]。我

们还可以通过选取一些争议论文，如 a-酮戊二酸抗衰老的机制争议，安排学生比对原始数据和作者结论，

识别实验设计是否支持科研假设。通过这些学习方式，不仅让同学们学习了生物化学的基础知识，还让

学生将学习的基础知识与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进展相联系，深入了解代谢过程与生物体生理病理之间的

关系，起到预演科研实战，孵化创新潜能的作用。 

4. 开展生物化学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式教学 

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是实现生物化学课程培养目标中课程思政的关键途径。在深化教学改革的

背景下，生物化学课程培养体系需在传统知识传授与能力塑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提升个人素质和情感

道德方面下功夫。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坚持“立德树人”的目标，将德育放在高等教育的重要位置[12]。
这意味着高等教育要求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还要阐述知识背后的精神、价值、思想等思政元素[13]。
生物化学是一门汇聚了全球近代优秀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研究成果的学科，在教学中讲述这些来之不易的

成果往往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思政教育意义。 
生物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大多较为复杂，理论性强，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包括蛋白质的高级

结构和生物学功能的多样性，糖、脂质和核酸复杂的代谢与调节途径，以及信息传递与基因表达调控等。

传统的课程讲授主要为了传授学科专业知识，而时代的发展强调科技创新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这要

求当今的教育模式要构建一种融合理论与思政的联合培养体系来实现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

[14]。 
例如，我们在讲授蛋白质三维结构的发展历程时，可以介绍 1965 年我国科学家钮经义、邹承鲁等放

弃优越的国外条件，回国投身科学研究，经过六年多的艰苦研究工作，最终合成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

结晶牛胰岛素的动人事迹。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困境，以及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风是当代大学生的

学习榜样。再如，在讲授蛋白质高级空间结构时，可以提及我国施一公团队长期坚持通过冷冻电镜技术

解析剪接体的空间结构，2015 年首次在世界著名期刊“Science”上报告了 3.6 埃分辨率的裂殖酵母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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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三维结构，以及 2018 年 4.1 埃平均分辨率的人源剪接体结构，这些突破性的发现不仅促进了我国结

构生物学发展，还推动了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展[15] [16]。此外，在涉及到酶工程领域时，可以介绍中

国科学家在该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如施一公团队利用冷冻电镜解析多种蛋白质和酶的高分辨率

结构，为酶催化机制的深入理解奠定基础。此外，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将黑曲霉植酸酶基因重组

至毕赤酵母中，酶活力提升至 8 × 105 IU/mL，产量较原菌提高 3000 倍以上；江南大学与浙江鑫富生化公

司则利用串珠镰孢菌高效制备光学纯 D-泛解酸内酯，推动我国 D-泛酸钙产量位居全球首位等[17]。这些

案例不仅体现了我国科学家在酶工程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彰显了科技为国家战略而服务、助力可持

续发展与保障民生的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生物化学课程思政中科技报国、民族自信等育人目标。 
除政治认同、家国情怀与健康成长环境需要建立以外，学生个人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同样重要。例

如，蛋白质的变性与折叠可以提到 2008 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不法商人为了使凯氏定氮法测定奶粉

中蛋白质含氮量能达到检测标准，将含氮量高达 66.6%的三聚氰胺添加到牛奶中，致使众多婴儿患肾结

石，相关事件警示学生应秉持科研诚信和坚守法律底线，不扰乱科研秩序的基本科研素养。 
教学内容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可以通过混合式教学，即线下讨论、课堂互动等方式，让学生在实际学

习过程中体会到科学探索背后的社会价值与责任，强化课程的思政功能。通过这些方法，不仅能加深学

生对复杂知识的理解，还能有效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融合，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5. 结语 

生物化学课程教学具有面向学生广、知识内容多、科学背景故事丰富的特点。作为授课教师，需以

专业知识为根基，以科学家精神为纽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将创新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教学内容

相结合，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共同提升。这一过程不仅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更培育

其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为造就兼具专业能力与道德品格的新时代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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