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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授课
对象

在校本科生

课程类型 综合素质类 专业教育类
课程
学时

81 学时

开课期数 学 分 4.5

是否为马工程
教材相应课程

□是 否
是否使用
马工程教材

是 否

授课类型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混合式课程

选用教材或
主要教学资料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周春燕、药立波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2018，第 9版

教学改革情况

获 2015 年校级优秀网络课程项目资助；2016 年校教改重点项目“《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建设”项目；2018 年校首批

教考分离改革课程

1-2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课
程
负
责
人

姓名 王建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12

职称/职务
副教授/教研

室主任
毕业学校
/学历学位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手 机 13540278943

已获得的省
级及以上的
荣誉奖励、
已完成的课
程建设与教
学改革成果

1.2018 年被评为四川省第十二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2016 年被评为四川省卫计委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3.2019 年校教改重点项目“《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在线开放

课程体系建设”结题考核优秀

4.2017 和 2018 连续两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被评为校

级优秀网络课程

课
程
团
队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彭云 男 1976.02
研究员/党总

支书记
思政案例选择和编排

田志杰 女 1965.05 副教授 PPT 制作

林娟 女 1979.12 副教授 教案编写

张红英 女 1980.04 讲师 思政课内容审核

罗勤 女 1980.12 讲师 网络课程建设

马丽萍 女 1989.12 讲师 微课视频制作



二、课程建设

2-1 教学目标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医学院校各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但是由

于该课程知识相对枯燥难懂，学生学习的难度和压力都较大，使得学生较容

易丧失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课，通过将

课程的专业教育与学生德育相结合，充分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重点

强调爱国情怀、敬业奉献、科学创新等积极向上的精神，一方面可以拓展课

堂知识、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本课程

的情感认同，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通过本课程思政课的实施，还可以为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又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素养的医学工作者奠

定基础。

2-2 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

为贯彻从专业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并以思政教育推进专业教育这一建

设理念，结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教学特色，在本课程思政课

教学中主要体现爱国情怀、敬业奉献、科学创新这三方面的思政教育，并在

具体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引导、问题讨论、前沿进展介绍等多种形式展开。

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我们将通过三个教学案例、两个科学问题和一次前沿

进展介绍课的建设来探讨思政教育应如何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并能够发挥相

互辅助和共同促进的双赢效果。

1.案例式教学

（1）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三聚氰胺事件）

课时安排：本次课安排在课程“第一章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蛋白质的

元素组成-凯氏定氮法这一知识点。

教学内容：通过凯氏定氮法的缺点-非蛋白氮干扰，引出三聚氰胺事件：

2008 年，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婴儿，出现了相同的病症肾结石。事

后统计有 3 万多名儿童住院，其中死亡 4 人。经过调查发现，事故由不法分

子在原奶采购过程中为了高额利润，添加三聚氰胺所导致。而三鹿集团在发

现问题后，隐瞒不报，私自通知经销商回收奶粉，导致了更多的婴儿和儿童

受到伤害。

思政元素：首先通过对案例中涉及的个人和公司的错误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和违法的行为给予谴责批判，引导学生形成遵纪守法、弘扬职业道德

和坚守人格底线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通过引导学生从专业角度采取

科学合理的蛋白质定量测定方法来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思考科学创新在推

进现代社会文明中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愿望。

（2）诺贝尔奖级的成果-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

课时安排：本次课安排在课程“第五章 糖代谢”血糖及其调节-胰岛素这

一知识点。

教学内容：通过胰岛素的讲解，引出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上世纪 60 年



代，我国科学家在艰苦的条件下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是

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为人类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迈出了可

喜的一大步。这项成果获 1982 年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中国当时唯一一

次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

思政元素：体现了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和科

学钻研的精神，从中引申出新时代的医学院校学生也应该具备不怕挑战、勇

于科学创新的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科学创新的激情。

（3）施一公“一心为公”

课时安排：本次课安排在课程“第十二章 RNA 的生物合成”真核生物 RNA

前体的加工-内含子的剪接这一知识点。

教学内容：通过内含子剪接最新的清晰模式图引出其发现者-施一公，施

一公是结我国著名构生物学家，也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

分子生物学学会外籍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

籍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西湖大学校长。2017 年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

2018 年 12 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 40 年 40 人”榜单。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

心为公”。2008 年 2 月，40 岁就已是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面对优越的生活条

件，他却作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为之惊讶而敬佩的决定：放弃这一切，全职回

国，回到母校清华。在他看来，“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

亲呢？”

思政元素：爱国-赤子情怀、一心为公；敬业-抱负远大、追求真理；担

当-求真务实、敢作敢为；激发学生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

2.问题讨论式教学

（1）肥胖

课时安排：本次课安排在课程“第六章 脂质代谢”甘油三酯的代谢-三酰

甘油的合成这一知识点。

教学内容：请同学们提前复习网络课程中的 MOOC 课程-脂肪酸的β氧化相

关知识，结合已经学习的糖代谢、脂质代谢两章内容，对肥胖的代谢特点以

及如何科学合理减肥展开讨论。

思政元素：通过肥胖这一敏感话题引导学生展开思考，一方面使学生能够

巩固和拓展课堂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认识到科学合理的运动和饮

食在保持健康身体中的作用。

（2）人体必需营养物质

课时安排：本次课安排在课程“第十五章 血液的生物化学”血浆蛋白-血

浆蛋白的功能这一知识点。

教学内容：通过《焦裕禄》电影中长期营养不良引起浮肿病的片段，从而

引出课堂讲授知识-血浆蛋白的功能，并进一步引导同学思考讨论：哪些物质

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有人说方便面的营养价值最高对吗？

思政元素：《焦裕禄》是学生耳熟能详的一部正能量电影，体现了新中国

党员干部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其中焦裕禄同志因长期营

养不良引起浮肿病的片段实际上蕴含了本次课所学习的血浆蛋白的功能这一



知识。因此，本次思政课程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更为深刻的理解课堂所学的知

识，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的激发学生学习老一辈党员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

3.前沿进展式教学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和 CAR-T 技术专题介绍

课时安排：本次课安排在课程“第十八章 基因重组和基因工程”这一章。

教学内容：请同学们提前预习网络课程中的 MOOC 课程-重组 DNA 技术相关

知识，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和 CAR-T 技术是目前基因工程技术在临床医

学应用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两大技术，也是目前医学领域最令人瞩目的两大技

术，其在各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如肿瘤等治疗中具有革命性的突破。

思政元素：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和 CAR-T 技术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

目的成就，通过对这两大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介绍，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

习本章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探索医学前沿、勇于

科学创新的精神。

三、教学效果

3-1 教学效果

本课程思政课于上学期（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开始试运行，对象为

18 级医学检验 3、4 班学生。课后，学校听课专家对“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课程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形式和效果做了总结点评，充分认可本次课程思政

课的教学效果，指出在内容上还可以进一步凝练细化，在教学形式上还可以

采取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而课后对学生的回访则有学生明确

表示，感觉新颖，没有生硬照搬，在专业授课中悄然融入爱国、敬业、奉献

的正能量，令人印象深刻！

本课程思政课于本学期（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正式实施，并于

9 月中旬-10 月上旬在 12 个教学班完成了前两次授课，目前相关的教学效果

统计、教师听课意见、学生反馈意见等资料正在收集整理中。

3-2 示范辐射

第一阶段：本课程思政课于本学期（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实施，

面向 18 级临床医学、儿科、全科、影像、麻醉、预防、卫检、、药剂、中药

学等共计 14 个教学班 1200 余学生。

第二阶段：总结上一学期教学的经验，改进不足，并进一步提升课程内

容和教学方法，预计在下一学期（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在全校各专业的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教学中全面推行。

第三阶段：经过一个学年的教学和总结，将本课程的教学模式和经验在

学院所有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中进行推广，从而探讨专业或学院课程思政

课体系的建设和实施，将单一的课程思政课提升至课程思政课体系的建设上

来。



四、政策支持及配套保障

1.制度保障：一直以来，我校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高度重视课程思政课

的建设和运行，聘请了校领导作为“课程思政”建设顾问、职能部门领导及

思政专家作为指导专家。成立了由院领导牵头的领导小组，学院党总支书记

彭云老师总负责，院综合科和各教研室作为落实责任单位，各课程组具体实

施的一整套管理机制。为保障课程思政课的建设和实施，先后制定了相应的

课程思政课建设与管理文件，在全校率先开展了课程思政课的各项准备工作。

通过实施项目化管理，建立课程责任人负责制度，对本课程思政课按建设标

准和要求制订建设方案，有计划地开展建设与实施，学院定期进行检查，为

本课程的建设和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2.政策倾斜：对取得建设成效、运行优秀的课程思政课给予团队奖励，

在教师晋职评优、岗位考核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并在年终教学工作量的计

算上给予一定的倾斜。

3.经费投入：学院课程思政课领导小组对本课程的建设和实施经费作了

详细的规划，对经费的使用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

五、审核意见

5-1 项目承诺

本人保证示范课程《申报书》填报内容真实，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

问题。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5-2 学院党委（党总支）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