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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路径，以基因工程技术进展为例，通过分析培养背

景与思政教育必要性，提出强化教学团队建设、优化课程结构、挖掘思政资源及创新教学方法等实践举

措。结果表明，构建融合理论实践与思政元素的立体化教学体系，有效提升了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及科学

伦理意识，实现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该模式为生物学相关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

助力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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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reform in courses for pro-
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aking the progres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s an exam-
ple, by analyzing the training background and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al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ams, optimizing the course 
structure,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re pro-
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system integrating theoret-
ical practi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as effectively enhanced students’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s well as their awareness of scientific ethics, and achieved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value guidance. This model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biology-related courses and helps cultivate high-level ap-
plied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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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1]。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积极响应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急迫需求[2]。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聚焦于满足社会特定职业领

域的实际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卓越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并能以创新方式高效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业人才。国家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2020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

联合发布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明确了更为清晰的方

向[3] [4]。《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专业学位

研究生比例，到“十四五”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

左右，并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5]，表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地位日益重要。立足新形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肩负新使命，如何能更好地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

民群众切实需求为导向，培养国家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课程思政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

也是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重要内容。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

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6]。强

调教育的育人功能，注重在专业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通过挖掘专业课

程中的思政元素，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学生实际，增强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当前，众多高校都

在积极探索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不断驱动教学模式改革，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资源日益丰富[7]。 

2. 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基因工程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其发展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知识，如生物学、化学、医学、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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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等，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可以促进跨学科融合，帮助学生从多学科角度理解基

因工程技术。作为我校生物技术与工程硕士的专业必修课程，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以培养学生理论基

础和实践能力为核心，重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近年来，基因工程技术取得显著进展，对人

类的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关键性技术。在当前新工科教育的背景下，针对行

业需求，如何为社会培养出具备高质量创新能力的生命科学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

要课题。 
基因工程得以诞生和快速发展，依赖于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多学科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1953

年，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为基因工程奠定理论基础。1973 年，首次实现基因克隆，伴随 CRISPR-
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普及，推动了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进程，一代代伟大的科学家们坚持不懈、不断探

索、勇攀高峰，推动基因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然而，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伦理、安全和

社会问题。因此，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鼓励学生打破束缚、勇于创新，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科技发展与社会责任的

关系。 

3.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施 

本文基于学院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课程特性，通

过近年来对《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教学资源的不断积累、深入探索与全面总结，着重在强化教学团

队建设、优化课程结构设计、深入挖掘思政资源及改革教学方法手段方面进行探索。 
1) 强化教学团队建设 
高效的教学活动组织与实施，及课程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提升，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课程教学团队[4]。

当前，《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教学团队由五位成员构成，其中包括 1 位教授、1 位副教授以及 3 位讲

师，5 位教师均拥有博士学位，且其研究方向紧密贴合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拥有扎实的科研基础与丰富

的教学成果，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充分的支持和引导，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为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施奠定重要基础。为进一步增强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本课程团队不仅

将近期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前沿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也积极与行业内的资深负责人进行交流沟通，

凭借其对行业的深刻洞察，能为课程建设注入最新的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实际需求信息，有力推动教学

内容紧跟时代步伐。此外，团队坚持定期组织教研活动，深入分析学生专业基础信息、课堂学习反馈、

解惑答疑关注点等，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并根据课堂情况灵活调整教学策略。通过上述途径，不断强

化教学团队建设，优化教学效果。在培养学生掌握理论基础、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也高度重视课

程思政建设工作，鼓励突破性思维，塑造诚信守信、精益求精的科研品格，始终筑牢实验安全防线，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 
2) 优化课程结构设计 
《基因工程技术进展》为我校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硕士的专业必修课程。该课程结构存在理论丰富、

实践不足现象，缺乏专业应用实践性，与生产实际仍存在一定差距；教学方式上，以课堂讲授为主，缺

乏问题引导思考和实践设计操作环节，课程中的相关实际案例融入不足，学生缺少主动思考过程，难以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等。针对上述问题，本课程主要围绕基因工程中关键技术及实际应用，在介绍基因

工程基本技术和原理的同时，兼顾基因工程最新发展动向，融入基因工程实例，介绍转基因技术、DNA
高通量测序、基因敲除、基因编辑和免疫治疗等研究领域的当前热点和最新进展，使学生系统掌握基因

工程技术的主要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原理，并熟悉基因工程在植物、动物及医药工业等领域中的应用，

让学生了解基因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及社会影响。该课程不仅具有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还引入本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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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关注国际一流期刊杂志，如 Nature、Science 和 Cell 等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章，通过

学习相关领域的最前沿成果，提升学生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能力，掌握规范的论文写作方法，有助于

老师和学生及时了解科研动态，把握研究方向，并学习如何对科研成果进行批判性评价，从而培养自己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基因工程课题设计的基本能力和经验，启发有益于基因工

程发展的交叉性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及科研实践能力，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3) 深入挖掘思政资源 
基因工程技术作为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在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基

因工程技术中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例如，1953 年，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不仅是分子生物学的

里程碑，更是科研精神、伦理规范、国际合作与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通过深入挖掘其思政元素，可引

导学生树立“追求真理、恪守规范、开放协作、敬畏生命”的科研价值观，为培养德才兼备的生物技术人

才提供思想动力[8]。1973 年，首次实现基因克隆，科学家们历经数百次失败仍坚持优化条件，最终建立

稳定克隆体系，该技术的突破彰显了科学家对生命科学的执着探索和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基因克隆技

术应用于胰岛素生产，降低糖尿病治疗成本，也深刻体现出“科技惠民”；同时，克隆濒危物种基因库，

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充分践行了“绿水青山”理念。从基因克隆的科学突破中蕴含科学探索精神、科

研伦理意识、国际合作精神、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等多种思政元素。此外，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

术推动了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突破了传统基因编辑工具的局限性，实现精准靶向，体现了科学家对既

有技术的批判性反思与颠覆性创新。其发展历程印证了“理论假设–实验验证–技术迭代”的科学方法

论，激励学生勇于挑战学术权威，在交叉学科中开拓新领域，也展现出科研人员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引导学生理解“技术突破需长期积累与反复试错”。 
综上所述，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讲解科学家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

探索、持之以恒地钻研，推动了基因工程技术快速发展，以及为推动科学进展、探究生命本质所作出的

重大贡献，帮助学生树立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鼓励学生打破束缚、勇于创新[8]。学生在课

程思政环节的参与度较高，课堂讨论活跃，能够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小组讨论中表现出较强的

团队合作精神。在与学生进行交流过程中，超过 80%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内容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基

因工程技术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责任，超过 85%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内容提高了他们对专业的兴趣和学习

积极性。通过合理挖掘和利用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4) 改革教学方法手段 
在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急需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以“线

下课堂深度交互、线上资源动态赋能、混合模式精准增效”为核心的立体化教学体系。当前，教师一言

堂的教学方式已不满足教学需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结合课堂互动、实验

教学、案例分析、小组讨论、项目引导等多种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增加实验操作环节，让学生亲自

动手进行基因工程相关实验。通过设计科研小实验、进入实验室等途径，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

基因工程实验教学中，需将安全规范作为技术实践的底线要求，通过实验流程安全管控 + 隐性思政渗透

双轮驱动，引导学生树立“敬畏生命、恪守规范、勇担责任”的科研价值观[4]。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科研项目引导模式，围绕课程核心内容，结合教师正在开展的科研课题，精

心设计契合学生能力水平的科研项目，把基因工程的前沿研究思维与实用技术方法自然融入教学环节。

如讲解转基因技术时，也要关注到转基因技术发展引发的诸多伦理和社会问题，包括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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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因编辑技术伦理争议等，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伦理观。以科研项目为主线融会贯通课本上的知识，最终树立基本的科研思维，掌握重要的技术方法，

达到“教”与“学”的交融[9]。如 RT-PCR 技术的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

技能，还能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与学生一起走进实验室，实际操作

每个步骤，如 RNA 提取、RNA 质量检测、逆转录等，培养学生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注重细节的科学

精神。在实验过程中，强调合理使用实验试剂耗材，避免浪费。规范处理废弃样品、手套等实验废弃物，

鼓励学生节约资源，合理利用。通过实践环节，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引入翻转课堂等新

型教学模式，让学生担任讲授角色，能够产生多层次的积极效应。讲授者需要对知识进行深度重构，促

使学生实现从“理解”到“输出”的转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及知识网络构建能

力的培养。 
同时，创新基因工程技术进展课程评价体系，灵活考核方式，增加对研究生的日常考核，例如，课

堂讨论、平时作业和小组展示等，综合在期末成绩中，调动研究生日常学习积极性。课程考核中，不仅

考核理论知识，还要重点考查学生对学科前沿和热点的了解程度，以及科研思维的建立和创新能力的提

升情况，并积极增加实验设计、实验操作等相关考核。在课程讲授和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论知识，让学

生掌握科研技术的关键点及其实际应用[10]。 

4. 结论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培养具有良

好道德品质、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课程思政教育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学院生物

技术与工程专业，进行基因工程技术进展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对于生

物学相关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为新时代生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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