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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资源的挖掘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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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之一。该文以我校细胞生物学教学为例, 探
讨挖掘细胞生物学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的方法, 并举例介绍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以及利用

线上线下课堂融合, 拓展育人空间, 总结在专业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的经验、不足以及后期工作的

方向, 从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同向同行, 引导学生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为细胞生物学

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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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n Cell Biolog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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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ell Biology teaching in our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ell Biology course, and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in classroom teaching. It also use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classroom integration to expand 
the educational spac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deficiencies and later work direc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realize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value guidance, and guides students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ereby providing a curriculum for Cell Biology. This article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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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高校育人工作中

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们要根据自己的

学科特点, 挖掘专业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把思

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 实现全员和全程育人, 总书

记的指示对所有课程、所有教师都提出了实施课程

教学研究



315唐宝定等: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资源的挖掘与应用

思政的要求。2020年6月1日,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是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 并就如何开展课

程思政给出具体的意见。

1   课程思政融入细胞生物学课程的必要性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1], 

高校任何一门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和思政素

材[2]。细胞生物学课是生命科学的四大支柱学科之一, 
主要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及其生命活动。细胞生物

学作为生命科学相关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

心课, 与组织胚胎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

免疫学等多门学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起着重要的

专业引导作用。因此挖掘和充实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 
是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的重要任务。这包括将家国情

怀、个人品格以及科学观的培养与专业课教学内容有

机融合, 培养学生爱国、爱党精神, 使学生具备高尚的

道德情操、健全的人格, 还包括对学生科学思维的训

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 教会学生应该具有责任与担当

精神,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

2   细胞生物学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基本

思路
2.1   理论学习与自身修养相结合, 打造课程思政团队

教师是实施“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决定性要

素, 只有一支业务能力精、政治素质硬、育人水平

高的师资队伍, 才能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引路人的重担[3]。学院与教研室通过内培外引, 在教

学团队建设, 专业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和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等方面下功夫, 逐步完善师资团队培训体

系, 提升教师团队自身理论素养、实践创新及专业

应用能力。同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提高教师

的政治素养,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会议和讲座报告, 交
流借鉴本校和外校不同课程的思政育人先进方法和

建设经验[4], 并结合细胞生物学授课特点研究如何

进行思政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政治素养、人文修养

和教学水平[3],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时刻提醒自己

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 要以一言一行感染学生, 真正

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5]。

对课程思政团队的建设, 可提高专业教师的思

政水平, 从而更有利于将专业教学与德育工作结合

起来, 真正实现教书育人。

2.2   紧扣教学环节, 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2.2.1   课前学习研讨, 将思政目标融入教学大纲      
在实施课程思政之前, 教研室老师认真学习中共中

央和教育部颁发的相关文件, 尤其是《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同时

学院组织相关专家与教师交流学习怎样实施课程思

政; 在前期学习的基础上, 教研室老师一起讨论怎样

将思政素材与教学内容相融合, 以及要达到怎样的思

政目标, 比如, 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部分

内容可以和绪论部分、受体介导的物质运输以及细

胞骨架等部分教学内容融合, 将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以及探索未知、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贯穿在教学中。

经过前期学习研讨, 修订教学大纲, 在原有的知识目

标和能力目标基础上, 将德育目标纳入教学大纲, 主
要体现在: 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

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线, 围绕家国情怀、健康理念、生命观等重点内容, 
开展课程思政。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

理的教育, 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激发

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根据每章教学内容与思

政元素结合的点, 确定每章的思政目标。

2.2.2   集思广益, 深度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细胞生物学课程中思政元素较多, 如何挖掘并将其

与细胞知识点融合, 从而实现一定的思政目标是我

们进行课程思政的主要任务, 现将本教研室思政元

素挖掘的方向总结如下。

(1) 从教材知识点提炼。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生

命的科学, 生命科学和现象的内在哲理, 是课程思政

的良好素材[6]。比如细胞器之间通过分工合作协同

完成很多重大生命活动, 让学生明白细胞内任何一

项生命活动都有多种细胞器协同作用, 就像我们每

个人在成才经历中, 都有团队和集体参与和帮助, 从
而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集体意识。另外, 细胞生

物学中关于疾病与健康、衰老和死亡等内容可以引

导形成学生理性对待生命, 珍惜生命意识。

(2) 通过诺贝尔奖获奖故事或科学发展故事挖

掘思政元素。细胞生物学很多重大研究和发现都获

得了诺贝尔奖, 在讲到这部分知识点时可以拓展科

学家相应的科研故事, 激励学生刻苦学习, 不断探索, 
培养他们勇于创新、锲而不舍的科学品质[7]。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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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到水通道时 , 可以拓展水通道蛋白发现的故事 , 
水通道蛋白是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彼得·阿格

雷发现的, 他最初研究的并不是水通道蛋白, 而是Rh
血型蛋白, 当他从红细胞膜上分离到一种分子量为

28 kDa的蛋白时, 并不知道这种蛋白的作用, 但仍然

解析了这种蛋白的结构, 并克隆了该蛋白的cDNA。

后来他发现这种蛋白也存在于水代谢比较旺盛的肾

小管上皮细胞和其他细胞膜上, 怀疑这种蛋白可能

与水代谢有关, 于是构建了该蛋白的表达质粒, 并把

构建好的质粒注射到非洲爪蟾的卵细胞里进行表达, 
从而证实了这种蛋白具有运输水分子的功能, 并因

此获得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 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解, 
让同学深刻理解只要不断耕耘, 总是会有收获的, 并
且认识到“运气只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

细胞生物学是一门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

发展的学科, 对很多细胞结构和功能的认识都是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深入的, 比如对细胞膜结

构和细胞质基质的认识过程等, 通过对科学发展史

的讲解, 让学生要敢于提出质疑, 学会批判思维, 并
在以后的工作与学习中不要迷信已有的科研成果, 
用发展的理念看待事物。

当然科学家的故事大部分是激励人向上的, 但也

有让我们警示的, 在学习干细胞内容时, 可以通过贺

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韩国科学家黄禹锡以及日本

理化学研究所的小保方晴子等干细胞研究造假事例

的讲解, 培养学生恪守科研学术道德规范的意识。

(3) 从时事热点事件中挖掘思政元素。以新冠

肺炎疫情为例, 在讲解到第一章细胞知识概述病毒

知识点时, 我们可以让学生认识COVID-19的结构特

点和传播特点, 让同学养成好的卫生习惯, 预防病毒

的传播; 同时对照国内外抗疫成效, 讲述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我们国家在疫情发生之初就将病毒基

因组序列向全世界公布, 并用我们抗疫经验帮助其

他国家抗疫, 表明我们国家的大国担当精神。在讲

解到第四章受体介导的胞吞知识点时, 可以讲解病

毒(比如COVID-19)入侵细胞也是通过这个途径, 那
COVID-19是怎么进入细胞的呢？西湖大学周强实

验室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作为Science杂志封面文

章, 揭示病毒是怎么进入细胞的, 说明我国科研力量

的强大,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

(4) 还可以通过教师个人成长经历或身边人成长

经历挖掘思政元素。很多同学对于没有考上自己心

仪的大学耿耿入怀, 我们可以通过自身成长的经历或

身边科学家的故事激励同学, 比如我校第五位院士校

友, 范先群, 他是1987年从我们蚌埠医学院本科毕业, 
他在蚌医学习时就树立了自己的初心使命, 怀抱着救

死扶伤的崇高理想, 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交大

医学院)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 并继续在白衣战士

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直至今日, 取得崇高的成绩。千

里之行, 始于足下, 只要有着崇高的目标和理想, 并为

之努力奋斗, 你们终将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2.2.3   课中将专业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实现

课程育人      教学设计上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知识。

精心设计每一堂课, 综合运用讲授式、设问式、互

动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将思政素材渗透融

入教学中, 以实现知识传播与价值引领相结合。通

过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结合, 将朴素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生命观以及科学伦理道德等核心素养

传递给学生, 达到课程育人的目的。

现以运输小泡与靶膜融合教学过程为例来介

绍我们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 首
先通过三个问题“运输小泡如何有方向地到达目的

地？到达目的地后如何停泊并释放出内含物？如果

不能与靶膜融合会怎样? ”导入新课, 激发同学学习

兴趣。针对最后一个“运输小泡如果不能与靶膜融

合”的问题, 我们以破伤风毒素和肉毒素为例讲解膜

泡不能与靶膜融合的症状, 破伤风毒素会引起肌肉

强直, 比如新生儿破伤风, 并给同学简单科普新中国

成立前后新生儿破伤风患病率, 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20%到现在基本为零, 说明我们国家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 国家一直把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作为解决民生

的首要大事, 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肉毒素

与破伤风毒素产生的作用完全相反, 爱美人士通过

注射肉毒素达到去皱和瘦脸的目的, 但非正规途径

注射肉毒素存在严重的副作用, 会造成面无表情, 严
重者可造成毁容甚至死亡, 通过这个内容的讲解, 让
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内在美才是最持久的美。

通过提问两种细菌毒素为什 么能够产生完全不同

的生理反应引导出SNAREs, 并且特定膜泡上的v-
SNARE只能识别特定靶膜上的t-SNARE, 从而解决

了膜泡定向运输的问题即前面的第一个问题。通过

SNARE  hypothesis内容的讲解回答关于到达目的地

后膜泡如何停泊并释放出内含物的问题, 也就是前

面第二个问题。最后介绍膜泡的定向运输的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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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通过三位科

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故事的解读, 培养学生探索未知

世界、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2.4   构建课后育人模式, 拓展思政育人空间      将
思政教育融入在线开放课程, 利用细胞生物学线上课

程, 将科学家成长故事、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奖内

容的科研历程、线下课堂的思政案例等思政资源融

入到线上课程, 让学生自行阅读并鼓励学生在网上深

度讨论, 强化政治方向和思想引领。同时还可利用“学
习通”、“e会学”和“雨课堂”等平台反馈的数据, 及时

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 并给予提醒和关注。

通过班级QQ群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 关心他们的

学习、生活和成长。督促学生及时完成课后习题与

讨论, 考前鼓励学生认真复习备考、提醒学生诚信应

试, 叮嘱学生学习要放在平时、不要搞考前突击等, 
将思政教育融入到每个角落。通过拓展教学时间和

空间, 努力做到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育人[4]。

2.3   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和反馈体系

制定一套完备的考核指标体系对“课程思政”
的实施内容、实施过程、实施手段、实施效果加以

检验和评定。(1) 完善课程评价标准, 课程思政与专

业教学内容的衔接是否顺畅, 能否被学生自然接受

并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能否有效地激励学生产生

学习内动力, 从而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

握、拓展与深化等作为考核该课程教学成效的重要

指标; 我们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在2019级生物

科学与2019级生物技术专业对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

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 89%学生喜欢老师

在专业课程中讲授科学家故事和疾病案例等思政内

容, 92%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可以帮助自己提高专

业认同感, 87%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激励了自己对

细胞生物学的学习兴趣,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 课程

思政融入专业课对学生的学习、专业思想教育以及

价值观的确立有积极的作用。(2) 通过学校督导组

和教研室同行听课以及学生的反馈信息, 对课程思

政的教学目标、教学案例以及教学方法进行改进。

(3) 充分发挥课程考核的导向性, 以学生成长和发展

为标准[1], 将评价课程思政效果的重心落在“立德树

人”的总任务上。但由于思政效果评价标准很难量

化, 因此可以尝试通过调查问卷、学生自评与互评、

学习态度、课堂表现以及成绩的提升等方面进行评

定。

3   存在的不足及后期工作的方向 
虽然本教研室在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方面做了

一些有益的尝试, 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 主要表现在

思政元素挖掘的还不够深入; 部分思政元素与专业

课内容的衔接仍不够顺畅; 课程思政存在片段化, 没
有由点到面形成系统的课程思政; 对学生的德育考

核指标的量化评定存在一定的难度。后期工作的方

向: 通过课程思政团队的建设, 进一步提高专业教师

的思政水平, 更有利于将知识传播与价值引领结合

起来, 将专业教学与德育工作结合起来, 从而真正实

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继续深挖教材及相关专业知识

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汇编成细胞生物学思政元素库; 
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形成系统化课程

思政, 拓展更丰富的育人空间, 做到“三全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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