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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地方高校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孙文秀*  熊涛  罗岸  李进  叶十一

(长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荆州 43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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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思政育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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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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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Biology Course in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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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uild up moral charact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this task and to real-
ize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s”. Cell Biology is the basic course of biology major, and it is rich in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knowledge teaching and value-led personnel train-
ing,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Cell Biology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oal,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mining and realizing path, etc.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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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

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

效应”[1]。抓住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围绕立德树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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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是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应当遵循的指导方针与教

育理念[2]。2017年12月教育部印发的《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明确要求: 大力推

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 将专业课

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课程思政是一种以“立
德树人”为本质、以“协同育人”为理念、实现显性

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树立科学创新思维的综合教育

理念, 是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保障。

细胞生物学是在细胞、细胞器及分子水平上研

究细胞结构、功能和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课程, 涉
及面广, 影响力大, 实用性强, 与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微生物学等多门课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承担着重要的专业引导作用。细胞生物学课程知识

量大, 更新速度快, 思政元素丰富, 但传统的教学模

式易忽略或弱化该门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 对学生

价值观、科学素养、学习态度和情感的启发与指引

较少。在当前课程思政的大格局下, 地方高校如何

将思政育人的理念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是亟待

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长江大学办学理念, 
结合生物类专业特点, 对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

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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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论

述, 旨在为提高该课程及其他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

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

1   地方高校专业课程思政改革的困境
在课程思政这一概念提出后, 上海大学率先打

造了“大国方略”等课程思政的系列精品, 随后上海

各高校相继跟进并实践[3]。课程思政的成功实践, 使
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总体

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 且各地高校发展不平衡。地

方高校在推行课程思政方面往往响应速度快, 但落

实周期长, 尤其在专业课程思政改革中出现了一些

问题: 偏重专业知识教学, 忽略意识形态引导; 教师

思政能力不足, 学生价值观念模糊; 缺乏有效教学手

段和方法, 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不协同。为此, 地方

高校专业课程思政改革须着眼于学校自身的定位, 
立足于学科建设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 健全课程思

政的顶层设计, 强化教师思政能力建设, 改进创新教

学手段和方法, 形成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 发挥专

业课程的思政功能。笔者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 积
极顺应思政育人的形势, 立足学校实际情况, 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对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进

行了探索和实践。

2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路径  
2.1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的目标

“细胞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学科

之一, 理论与技术发展迅速, 广泛渗透到生命科学的

各个领域中。细胞生物学作为我校生物类专业学生

的专业基础课程, 其课程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够掌

握细胞生物学概论与方法、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细

胞的生命活动规律及其机制等相关知识, 具备细胞

生物学的基本理论、技术和方法, 为学习其他生物

类课程从细胞和分子水平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将

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引入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

中, 有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创新

的科学思维、规范的科学伦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使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

同向同行, 从而达到课程思政育人的目标, 实现知识

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2.2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夯实思政教育基础

教师是立德树人的执行者, 是课程思政的推进

者, 应践行“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提升思想

政治素养, 树立“四有好老师”信念, 将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于教学全过程。首先, 作为高校教师, 自己要成

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才能更好地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

任[1]。这就需要教师牢固树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成为新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合格者。其次,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素养。目前, 大多数高校将师德师

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 在岗位聘任、职称

评审、模范典型选树等工作中采取了“师德师风一票

否决制”, 这也显示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唐代

教育家韩愈在《师说》中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即教师要将道德伦理育人放

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再其次, 坚持“四个统一”, 是
新时代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基本要求[1]。《礼记》

中提到: “师者也, 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学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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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身正为范”、“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

于至善”、“身教胜于言传”等都体现了教师要做到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细胞生物学发展

迅速, 热门领域多, 教师需要及时掌握最新学科研究

进展及科研成果, 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加强对专业知识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识, 强化

育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将专业知识与价值内涵

相结合,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能力, 担起教书育人的使

命。

2.3   基于思政育人目标, 挖掘融入思政元素

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的价值准则, 围绕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基于思政育人目标, 深入挖掘细胞生物学课程

中的思政元素, 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潜移默化地完

成思政教育。细胞生物学课程内容主要分为细胞

的基本知识、细胞的结构与功能和细胞的生命活

动三大模块, 蕴含的思政元素非常多, 但要在有限

的课时内有效地完成思政教学, 需要选取精而少的

思政案例(表1)。
2.3.1   基于课程理论知识思政元素的挖掘      在细

胞生物学课程理论教学中, 选用了丁明孝等主编高

教社出版的《细胞生物学》(第5版)作为教材。与旧

版本相比, 该版教材在内容上作了很大调整, 也增加

了很多之前没有的知识点, 比如在细胞信号分子中

增加了膜结合蛋白这类信号分子, 并把经典内容与

前沿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在理论学习过程中, 思
政教学案例尽量做到少而精, 辐射面广, 思政元素要

与专业知识无缝衔接。举几个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1。在细胞的基本知识模块中, 病毒是迄今

发现最小的、最简单的无细胞形态的生命体, 主要

由核酸和蛋白质构成, 是彻底的专性寄生物。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发现和命名[4]、2003

表1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Table 1   Cases stud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urse of Cell Biology
知识模块 知识点 思政案例 思政育人目标 教学方法

细胞基本知

识

绪论 故事分享: 列文虎克、钟南山院士

个人事迹; 历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

(1) 培养学习兴趣、职业道德、

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奋

发进取心

(2) 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3)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

思维

案例教学法、

讨论教学法

病毒基本知识 新冠肺炎病毒的发现与研究及疫

情的防控; 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

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发展

细胞结构与

功能

细胞膜、物质运输、蛋

白质分选、囊泡运输

 “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基因组计

划解密;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

(1)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2) 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助人为乐的“螺丝钉精神”

问题导向法、

案例教学法、

翻转课堂

细胞器(叶绿体、线粒

体、细胞核、内质网、

高尔基体、溶酶体等)

雷锋故事、全国劳动模范张桂梅

等先进人物事迹

细胞生命活

动

细胞信号传递 社区网格化管理; 1998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1)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 抵
制不良诱惑, 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2) 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3)科学创新精神、实事求是态

度的培养

讨论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细胞周期、癌细胞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传承、

癌症产生的根源; 2001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细胞分化 干细胞治疗重大疾病

细胞衰老、凋亡 科学家王晓东、袁钧瑛和Hayflick
的故事分享; 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

实践内容 细胞膜通透性的观察 胆固醇对人体的影响 (1)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普
及科学伦理

(2) 传递健康理念

启发式教学、

案例教学法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陈薇与新冠疫苗研发等相关故事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在适当的章节, 融入历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如1998、
2001、2002、2005、2007、2008、2012、2013、2016、2017和2020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故事及成就

激发挑战学科前沿的勇气, 强化

热爱科学事业的品质, 培养追求

真理的高尚品德

讨论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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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SARS病毒的大流行、202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获得者—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美国科学家哈维·阿
尔特、查尔斯·赖斯和英国科学家迈克尔·霍顿[5]的故

事等这些案例, 结合病毒的结构、入侵和增殖等知

识点进行讲授, 可以使学生深入分析病毒, 全面理解

专业知识。在世界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 
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作出的决策、采取的措

施及取得的成效, 结合“面对病毒, 人类应当如何做

好预防工作？如何判断有关预防病毒信息的可信

度？ ”这样的问题, 帮助学生多方位科学地了解病

毒, 掌握病毒的传播途径、减少病毒对人类危害等

知识, 同时培养学生浓厚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

民族自豪感和奋发进取心及科学创新思维。

案例2。在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模块中, 提出真核

细胞中由核糖体合成的成千上万种蛋白质是采用什

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来分选、包装、转运等问题？这

就需要学生了解细胞内膜系统、叶绿体和线粒体、

细胞质基质等的结构和功能。如内质网是合成蛋

白质和脂类的主要场所, 高尔基体是对蛋白质进行

加工修饰、包装并分门别类进行运输的枢纽, 溶酶

体是对大分子物质、外来病毒及衰老细胞等进行消

化降解的场所, 叶绿体和线粒体是提供能量的工厂。

这些细胞器体积虽小, 各司其职, 但都对细胞内蛋白

质的运输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知识点可以引导学生

学习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助人为乐,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另外, 还可

以分享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故

事, 学习她爱党爱教、至诚报国的崇高信念, 学习她

教育扶贫、攻坚克难的坚定意志, 学习她执着奋斗、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一人拾柴火不旺, 众人拾柴

火焰高。”虽然每个人的力量微小, 但大家团结起来

力量大。教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案例3。在细胞的生命活动模块中, 细胞周期是

细胞重要的生命活动之一, 也是该课程学习的重点

和难点。细胞周期是指细胞从上一次有丝分裂结束

到下一次有丝分裂完成所经历的时期, 是一个循环

往复的过程。通过设置该知识点, 并引入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传承, 使学生懂得生命是一代一

代相传的连续过程, 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重复的

过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要

学会用发展、用创新的眼光看待问题, 避免经验主

义、教条主义错误的发生。再比如: 学习物质跨膜

运输的类型时, 通过介绍主动运输、被动运输、胞

吞和胞吐作用3种不同的运输方式, 使学生掌握细胞

跨膜运输的途径, 细胞与细胞、细胞与外部环境之

间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与互换的这一概

念。在此引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举措, 强
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将中华民族积淀数千年的“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惠、互利共赢为核心的

丝路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与世界人民一起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增强学生同舟共济、权责共担

的团队协作意识。

2.3.2   基于课程实验内容思政元素的挖掘      该课

程的实验内容包含有细胞膜的通透性观察、细胞的

吞噬活动、动物细胞的原代培养及单克隆抗体的制

备等4个实验, 这些实验内容同样含有很多思政元

素。诸如, “细胞膜的通透性观察”这个实验, 细胞膜

是细胞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结构, 可以选择

性地让某些物质进出细胞, 各种物质出入细胞的方

式也是不同的, 实验的完成不仅让学生更加深入地

理解了细胞膜的理论知识, 更是锻炼了学生的动手

操作能力, 还加强了他们对守纪守法、各就各位及

健康理念的教育。再比如“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实验 
(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线下操作, 借助华中

农业大学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来完成)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并针对科学伦理对学生

进行教育; 同时结合陈薇院士和新冠肺炎疫苗研发

的事迹,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不惧艰难的无畏

精神。在实践教学中, 采取开放性和启发式实验教

学[6],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 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 为
学生提供更多层次的实践机会, 进一步增强科学创

新意识。

2.3.3   基于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改进      在思政教

学过程中, 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除却给予

学生更为生动的知识传授[7], 还可以使其更好地融

入思政元素。首先, 注重教学内容的连续性、综合

性和重难点, 采用问题导向法讲授[8]。比如, 以2018
年山东大学细胞生物学研究生考试中的题目“为
什么乌苯苷可以抑制小肠上皮细胞对葡萄糖的吸

收？ ”作为问题, 引出钠钾泵的结构、工作原理、生

理意义及协同转运的知识, 再反过来对问题进行解

答。其次, 注重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采用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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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比如速效救心丸为什么可以缓解心绞痛呢？

然后引入HOLGER等[9]发现NO舒张血管的机理而

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故事。再比

如蝌蚪变成青蛙时尾巴的消失、胎儿手发育过程中

指间蹼的消失等现象, 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然
后讲授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 从而引出2002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再其次, 注重教学方法的新

颖性, 积极推送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中国大学

MOOC等各种教学平台上的课程资源, 并借助雨课

堂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教学手段和方法

的改进, 避免了“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带

来的弊端及思政元素机械植入课堂, 自然而然地将

思政元素融入了教学内容中, 实现了专业知识和思

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2.4   注重思政和全过程考核, 改革课程考核模式

改变传统的课程考核模式, 有助于提高课程教

学和学生学习效果, 在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中, 需
要融入学生德育培养评价。首先, 在考核体系中融

入思政教育, 学生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参加一次社会

实践或制作一个小视频, 以此反映学生的道德表现, 
教师将其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占总成绩的15%。

其次, 注重全过程考核, 加大过程考核占比[11]。理论

教学中, 改变传统的平时成绩(20%)加上考试成绩

(80%)等于最后总成绩的做法, 注重学生在课堂中的

参与、互动、发言及思辨能力, 过程考核包括学生

到课情况(10%)、德育表现(15%)、学生演讲(15%)、
随堂测试(10%)和考试成绩(50%)。实践教学中, 改
变以往的以实验报告为主的评定方法, 更加注重学

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及创新能力, 降低实

验报告比例至50%以下。再其次, 改革考试方法, 尝
试非标准答案考试。在课程考试中, 结合学科热点

问题设计开放性题目, 比如: 谈谈你对新型冠状病毒

的了解及在疫情防控中所作的努力。其内容不再只

是单纯的问题引入, 开放性题目更加贴近社会, 更能

教育指导学生, 引导学生思考和启发。课程考核方

式的改革, 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提升了实

践创新能力, 增强了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3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12], 强调了立

德树人在高等学校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在细胞生

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 我们要明确思政育人目

标、挖掘思政元素并融入教学全过程, 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做好引路人, 努力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工作, 实现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专业引导与价

值教育的多重功能, 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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