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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和深度融合课程思政的细胞生物学教学

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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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细胞生物学作为揭示生命奥秘的关键学科, 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文

以陇东学院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类)的细胞生物学为例 , 针对该课程教学模式传统、课程思政缺乏、产

出效率低等问题, 进行了基于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教学理念的教学创新与实践, 具体措施包括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深度融合课程思政、科研反哺教学、特色作业设计、过程性考核以及多

元化评价方法等。这些创新和实践有效地提升了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进而提高了课程产出和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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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ll Biology, as a key discipline in uncovering the mysteries of life, is a professional core course 
i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ell Biology course of the Biological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at Longd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lack of course 
ideology, and low output efficiency. It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eaching innovations based on the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teaching philosophy, which focuses on output orientation.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implementing a 
blended teaching model that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methods, deeply integrating course ideology, leveraging 
research to enhance teaching, designing characteristic assignments, conducting process-oriented assessments, and 
employing diverse evaluation methods. Thes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achievement 
of course objectiv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output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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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 贯穿

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确保全员参与、全过程覆盖、

全方位渗透, 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根本使命[1]。突出 “四
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 
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是现代教育的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2]。细胞生物学 , 
作为生命科学的前沿和核心学科 , 是一个理论性与实

践性并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3]。细胞生物学课

程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 , 更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教育使

命。通过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 如爱国情怀、科学家精

神、民族自豪感等 , 可实现知识教学与价值引领的有

机融合[4]。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法包括挖掘课程思政的

资源要素, 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三
位一体”[5]。如在教学中, 可通过诺贝尔奖案例的融入,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 , 激发学生对家国情怀等

多维度的思考和感悟 [6]。然而以往教学过于重视知

识目标 , 对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及职业道德培养相对弱

化 , 片面地认为道德教育是政治课程的教学任务。因

此 , 未来的教学需要加强思政与专业元素的结合 , 完
善和补充教学内容设计 , 提高学生的自然接受度和积

极参与度 , 激发学生的内驱力 , 提升学生对思政元素

的重视。另外 , 传统的教学没有突出高阶性 , 对学生

能力的培养停留在知识的记忆阶段。因此基于产出

导向并深度融合课程思政是细胞生物学教学的重点。

在教学过程中 , 我们应重视产出导向 , 努力构建一个

系统化、结构化、前沿性的细胞生物学知识体系 , 并
与国际接轨。我们要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阅读、

科学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 , 培养知识迁移和创新能

力。同时, 我们旨在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增强他们的爱国心、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 使他们成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实拥护者、传播者和实

践者 , 为培养未来的基础教育教师和科研创新人才打

下坚实基础。

1   课程概况
1.1   课程定位与学情分析

细胞生物学是生物、农学、医学等专业的一

门专业核心课程 [7]。它是揭开生命奥秘的关键学科 , 
世界著名生物学家Edward Osborne WILSON曾说过: 
“一切生命的关键问题都要到细胞中去寻找答案 ”。
脱离了细胞就无法谈生命。因此 , 细胞生物学毋庸

置疑成为现代生物学教育的重要学科 , 是现代生命

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8]。它主要从细胞的整体、显

微、亚显微和分子水平等不同层次上研究细胞的

结构与功能并探索细胞生命活动规律 , 且与生物化

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与遗传学等课程交叉融

合[9]。本课程面向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类)的学生, 开
设时间为本科第三学期, 此时, 学生刚开始接触专业

课程 , 他们的知识体系尚未完善。尽管学生对探索

生命奥秘充满热情 , 但他们也容易在面对挑战时感

到气馁。在教学过程中 , 学生被期待不仅要熟练掌

握现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知识和技能 , 还应接受

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 , 培养自主学习和国际视野的

能力。然而当前的教学模式面临一些挑战 , 主要包

括 : 产教融合不足 , 产出导向不明确 , 学生难以将理

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其次是科研没有反哺教

学, 科研成果未能有效地反馈到教学中, 使得教学内

容缺乏前沿性和创新性; 另外,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

分离, 思想政治教育未能与专业教学有机结合, 导致

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 , 未能充分培养社会责任感

和职业道德。

1.2   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是打造 “具有专业特色和西

部地区特色的一流专业课程”, 特色突出体现在 , 一
是改变教师讲、学生听和记的传统教学模式 ; 二是

将细胞生物学的专业知识与西部特别是陇东地区特

色资源研究相结合 ; 三是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

结合。第一, 在素质目标上, 我们致力于培养具有家

国情怀和责任感 , 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求的创

新型人才。第二, 在知识目标上, 我们旨在帮助学生

系统地掌握细胞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 使他们能够运

用这些知识解释一些生命活动现象。第三 , 在能力

培养方面 , 我们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实

践创新能力, 以及自主学习能力, 以便他们能够胜任

中学生物教学的工作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工作。

第四, 在成果目标上, 我们重在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

能力。第五, 在态度目标上, 我们旨在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和辩证分析的能力 , 同时激发他们追求卓越和

勤奋务实的态度。

1.3   教学痛点和教学创新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科技的迅猛发展与教学模式的传统性和方法

的单一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前细胞生物学教学中

存在的痛点问题包括: 缺乏课程思政, 导致立德树人

功能不完善; 教学产出低, 效率差; 评价方法单一,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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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时效性不足等。本课程旨在解决这些问题 : 首先 , 
转变教学观念 , 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 
从 “以知识传授为目标 ”转向 “以能力达成为目标 ”; 
其次 , 解决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单一性问题 ; 最后 , 完
善立德树人体系 , 提高教学产出效率。为了应对这

些挑战, 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 加强产教融

合 , 明确产出导向 , 促进科研与教学的互动 , 以及实

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 , 以培养出既具

备专业素养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

2   教学创新与实践
2.1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有效应对学生自主学习

个性化差异的问题

在课程内容设计上 , 我们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 , 充分融入育人元素 , 并综合考虑学生的生理状

况、心理状况、能力水平、知识基础以及个人发展

需求 , 对课程内容进行精心重构。我们采用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 其中线上课程主要安排在课前

和课后进行。利用超星学习通和大学慕课 (MOOC)
等电子资源平台 , 教师需要在课前上传本章节知识

难点的微视频1至多个 (每个视频时长控制在8分钟

以内 ), 供学生自主观看并在线完成任务。对于基础

薄弱的学生 , 可以反复观看视频 , 不受时间限制 , 这
有效解决了线下教学中部分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的

问题, 从而解决了学生个性化差异问题。此外, 学生

还需在课后完成作业 , 并线上提交。线上教学模式

建立在学生主动参与和自主控制的基础之上 , 为学

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条件和资源。学生可以自由安

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内容、重组学习结构 , 这种

模式营造了一个激发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教学环

境, 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 线上教学的

关键在于教师需要提前准备微课视频和设计问题 , 
同时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有效监督。网络教育打

破了传统校园的界限 , 为教师之间的优势互补、及

时反映学科最新成果提供了平台 , 同时也为终身教

育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线下课程主要聚焦于基础性知识的学习和针

对性的讲解 , 以解决普遍性问题。我们采用多元化

的教学方法来提升学生的专注力。基于教学方法需

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原则 , 我们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

法, 利用导向式、讲授式、讨论式、板书式、案例式、

演示式等多种教学技巧, 结合课堂讨论、媒介信息、

实验等多种教学形式与方法 , 旨在实现教学内容与

乐趣的有机结合 , 达到既传授知识又激发兴趣的双

重目标。 
2.2   深度融合思政元素提升课程育人质量

通过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 , 我们将思

政元素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 , 以实现 “润物细无声 ”
的思政教学效果 [10]。这样的教学旨在在传授专业知

识的同时 ,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 回归教育的

初心—“立德树人 ,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11]。在实

施细胞生物学课程改革中 , 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 
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12]。因此我们立足学院实

际 , 充分体现生物学科特色 , 以建设细胞生物学课程

思政为抓手, 深入挖掘课程的德育内涵和元素(表1)。
通过将思政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 能够

有效地推动生物学核心课程与思政理论课程的协同

发展 , 提升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 [13]。这样

的教育实践旨在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细胞生物学是课程思政的沃土[14-15], 在本课

程的教学实践中 , 我们团队深入挖掘并融入了以下

思政内容。

2.2.1   家国情怀      在讲授细胞质膜这一章时提到, 
细胞质膜作为细胞的一道安全屏障 , 其在维持细胞

内环境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可与国家边境安全

对于维护国家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 让学生

理解边防工作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性。通过这

样的比喻 , 学生能够认识到“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 , 
激发他们奋发图强, 努力提升自我, 为国家繁荣和崛

起贡献力量。

在学习物质的跨膜运输时 , 可以利用物质跨膜

运输具有选择性和门控性的特点 , 强调细胞膜只允

许特定物质进出 , 以维持细胞内环境的稳定有序。

一旦这种稳态被破坏 , 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类

比到国家边界的管控就像细胞膜一样 , 人员和货物

的安全进出是保障国内稳定的关键。这样的教学可

以帮助学生理解国家边界安全的重要性。

在探讨细胞核与染色质时 , 如果将细胞比作国

家 , 细胞核则相当于国务院 ; 如果将细胞比作军队 , 
那么细胞核就如同司令部。细胞的所有生命活动都

受控于细胞核, 一旦细胞核结构与功能受损, 将导致

细胞新陈代谢紊乱 , 甚至死亡。这样的比喻可以让

学生深刻理解党的领导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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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细胞生物学教学内容与思政点案例

Table 1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ases in Cell Biology
章节内容

Chapter 
contents

思政案例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
思政目标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

价值与态度

Value and attitude

绪论 (1) 列文虎克用自制显微镜第一个观察到活

细胞

(2) 细胞是构成有机体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

位

(3) 病毒与细胞的关系, 引用新冠病毒暴发

时医务工作者舍小家顾大家、坚守抗疫第

一线的英雄事迹

(1) 创新精神、工匠精

神

(2) 民族团结

(3) 爱岗敬业、顾全大

局、无私奉献的精神

(1) 要求学生在科研中要有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2) 作为多民族国家, 各个民族必须团结统一才能

够保证祖国的繁荣昌盛

(3) 通过典型人物事迹让学生明白无私奉献、曲

折不挠的精神, 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与

目标

细胞生物学

研究方法

细胞培养 工匠精神 强调实验操作的精确性和严谨性, 明白科研工作

须精益求精, 每一个细节和每一步操作都至关重

要

细胞质膜 细胞质膜对细胞内环境稳定的维持, 就如同

国家边境安全对国家和平稳定的维持一样

家国情怀 让学生明白边防事业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能够明白少年强则国强, 要努力提升自己, 为国家

振兴与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物质的跨膜

运输

(1) 细胞质膜对物质具有选择透性和专一性, 
一旦这种稳态被打破, 必将导致身体出现严

重的疾病

(2) 物质的跨膜运输是选择性门控性的

(1) 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

(2)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

(1) 一个国家的边界如同一个细胞的细胞膜, 人员

和货物的安全进出是保证国内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2) 要求学生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

内膜系统 内膜系统中各成分在结构、功能上相互联

系。引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 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互联互通, 体
现交流、包容、合作和共赢精神

团队协作、互利共赢

正能量

使学生明白社会、科研讲究团队合作精神, 只有

充分发挥团队合作力量才能把工作落到实处, 这
有助于学生在今后学习、工作、生活中既保持独

立性, 又做到团结协作

蛋白质分选

与膜泡运输

蛋白质的分选需要多种信号进行精密的调

控。对于错误分选的蛋白, 也有独特的膜泡

运输方式将其回收

(1) 团队协作

(2) 法律意识

增强学生们的法律法规意识以及增加勇于承担、

面对以及改正错误的勇气

线粒体与叶

绿体

(1) 线粒体和叶绿体是能量加工厂, 小细胞

大作为

(2) 线粒体融合

(1) 作为、担当、正能

量

(2) 个人与集体

(1) 启发学生向线粒体一样, 小人物大作为, 有正

能量

(2) 要求每个人都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细胞骨架 (1) 细胞有细胞骨架, 其在维持细胞形态、

物质运输、细胞运动和细胞分裂中发挥重

要作用

(2) 抑制微管解聚的药物可以治疗肿瘤

(1) 国家脊梁、骨气

(2)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

(1) 细胞有骨架, 人要挺起脊梁, 要有骨气、堂堂

正正做人

(2) 要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

细胞核与染

色质

(1) 将细胞比喻成一个军队, 细胞核相当于

司令部, 细胞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受控于细胞

核, 细胞核结构与功能受损会导致细胞新陈

代谢的紊乱甚至死亡

(2) 细胞染色质DNA与基因编辑技术

(1) 家国情怀、爱国主

义

(2) 生物伦理

(1) 使学生明白党领导的重要性

(2)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提升思辨能力和科技伦理

意识

核糖体与蛋

白质合成

中国人成功合成了第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

人工合成结晶蛋白质—牛胰岛素, 凝聚了

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执着追求

工匠精神、团队协作和

家国情怀

大学生要学习科学家, 艰苦奋斗、在科研中追求

真理、坚持不懈、为国争光的精神

细胞信号转

导

人感知光、温、声、气并做出反应的过程

都离不开信号转导, 信号转导是细胞内外各

个结构相互协调完成的, 也体现出细胞发挥

功能的有序性和高效性

团结协作、高效节约 要求学生用严谨的态度对待科研

细胞周期与

细胞分裂

细胞增殖的意义之一是用新的细胞代替旧

的细胞, 维持生命的延续, 是一个不断更新、

不断从头开始的过程

创新精神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化发展的, 人的认识也

应当随之更新, 碰到新问题、遇到新情况时, 思想

不僵化, 不犯教条主义错误

细胞增殖调

控与癌细胞

(1) 癌细胞的发生机理与过程, 癌症给人类

生命带来了危害

(2) 肿瘤干细胞与癌症的治疗

(1) 敬畏生命, 社会责任

感

(2) 辩证唯物主义

(1) 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爱惜生命, 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 努力攻克治疗癌症的难题

(2) 癌症可怕, 但是如果能利用好肿瘤干细胞, 有
可能从根本上治疗癌症, 因此看待任何事物都要

有辩证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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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例不仅传授了科学知识 , 更是家国情怀的具体

体现, 通过将生物学知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 能够培

养学生的爱国意识。

2.2.2   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      在探讨病毒这

一章节时, 可以引入新冠病毒的案例, 以此向学生展

示我国病毒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在病毒溯源、疫苗

研发、病毒检测和控制等方面的辛勤努力。这些努

力不仅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速度 ”, 也彰显了中国人

的责任和担当 , 以及对生命的深深敬畏。这充分体

现了我国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和相关从业人员的

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我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带领团队经过不懈努

力 , 最终提取出抗疟药物青蒿素 , 并在全球推广 , 成
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她的故事启发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 ,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执着追求真理 , 一切难题总有

解决的办法。

在核糖体相关章节 , 可以引入我国科学家在

1965年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的案例 , 这是

在生物体外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的重大突破。在

细胞分化与干细胞相关章节 , 可以讲述2018年孙强

团队首次通过体细胞核成功克隆出猴子 “中中 ”和 
“华华”的成果案例, 以及2019年邓宏魁教授在《新英

格兰医学》上发表文章报道了利用基因编辑手段编

辑干细胞以治疗艾滋病和白血病的进展。

通过这些案例 , 不仅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民族自信心, 也让学生领悟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这些科技创新成果不仅能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发

展, 还能造福人类, 从而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2.2.3   团队协作精神      在讲解内膜系统这一章节

时 , 我们可以以内质网、高尔基体、溶酶体、胞内

体、液泡等细胞器共同构成的内膜系统为例 , 说明

每一种细胞器既各司其职 , 又相互协作以完成蛋白

质的分泌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类比于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 其旨在促进亚欧非大陆及

其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 , 实现沿线各国的多元、自

主、平衡及可持续发展, 体现了和平、交流、理解、

包容、合作和共赢的精神。

通过这一比喻可以让学生明白在工作和科研

中 , 团队合作精神至关重要。只有充分发挥团队合

作的力量, 才能将工作落到实处, 实现互利共赢。这

一点不仅适用于一个科研团队 , 也适用于国家乃至

整个世界。这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工作、生

活中既保持独立性 , 又懂得团结协作的重要性。科

研不是单打独斗 , 也不是闭门造车 , 只有通过协作 , 
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4   国家脊梁和骨气      在学习细胞骨架这一章

节时 , 我们可以以细胞骨架在维持细胞形态、物质

运输、细胞运动和细胞分裂中的关键作用为例子。

借此启发学生 , 正如细胞需要骨架来支撑其结构和

功能 , 人也需要骨气来挺起脊梁 , 堂堂正正地做人。

成为国家的脊梁, 是每一位有志青年的理想和追求。

要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承担起重大的责任。

这样的教学不仅传授了生物学知识 , 也培养了学生

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感。              
2.2.5   奉献精神, 小人物大作为, 正能量      在学习

章节内容

Chapter 
contents

思政案例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
思政目标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

价值与态度

Value and attitude

细胞分化与

干细胞

(1) 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 每一个人都是通

过最初的一个受精卵经细胞分裂分化而来

的

(2) 干细胞在再生医学、疾病治疗等领域中

的潜力, 以及我国科学家在推动科技进步等

方面的重要贡献, 如世界上首个体细胞克隆

猴在中国诞生

(1) 敬畏生命

(2) 家国情怀、创新精

神

(3) 家国情怀

(1) 进行生命教育, 使同学们能够更科学与理性地

看待生命

(2)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国家发

展和社会进步中, 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科技自

立自强的信念

(3) 激发同学们的民族自信心, 坚定文化自信。培

养生命科学探究兴趣, 爱国信念

细胞衰老与

死亡

(1) 细胞凋亡是保证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之

一。如果细胞不凋亡会导致癌症发生, 因此

需要科学对待细胞凋亡

(2) 美国生物学家Leonard HAYFLICK敢于

挑战权威, 提出了Hayflick界线的论断

(1) 辩证唯物主义

(2) 崇尚科学、追求真

理

(3) 创新、挑战

(1) 细胞凋亡是为了其他细胞更好地生活, 所以要

正确、辩证的看待问题

(2) 培养学生刻苦奋进、锲而不舍、越挫越勇、

团结合作的科学精神

(3) Hayflick的故事启发学生要敢于挑战、敢于创

新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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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和叶绿体的相关章节时 , 我们可以强调这两

个细胞器作为细胞的能量工厂, 虽然体积微小, 却能

发挥巨大的作用 , 为细胞的生命活动提供充足的能

量。这样的比喻可以启发学生认识到 , 就像线粒体

一样, 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能有伟大的成就, 小人物

也能做出大贡献。要鼓励学生拥有正能量 , 学习雷

锋的奉献精神, 不求回报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可以指出 , 细胞中的每一个结构在细胞功

能行使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每个部分都发挥作

用, 细胞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任何一部分的缺

失都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这可以启发学生认识到,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作为, 做好本职工作, 像细胞一样

无私奉献。我们每个人都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成员, 只有小家完整, 大家才能稳定。我们要引导学

生思考如何在学习和生活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虽然个人的力量可能微小 , 但团结起来就能产生巨

大的能量 , 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这样的教学不

仅传授了科学知识 , 也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集体

主义精神。

2.2.6   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学习细胞的发展

史时, 可以列举列文虎克这位荷兰布店学徒的故事。

他为了更好地观察布料的质量 , 利用业余时间研制

显微镜 , 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到生物体活细

胞的人 , 因此被英国皇家协会列为外籍会员。列文

虎克从一名普通人成长为一名科学家的历程 , 是工

匠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典范。细胞生物学是一门以实

验为基础的学科, 它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创新精神, 还
要有持之以恒、勤奋严谨的态度 [16]。通过列文虎克

的故事 , 可以激励学生 , 即使起点平凡 , 也能通过不

懈的努力和对知识的渴求 , 达到卓越的成就。这样

的教学不仅传授了科学知识 , 也培养了学生的探索

精神和职业素养。

此外 , 有许多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的诺贝尔奖 [17], 
近25年中 , 有17项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与细胞生物

学密切相关 , 如2001年美国利兰·哈特韦尔与英国蒂

莫西·亨特和保罗·纳斯三位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周期

调控的关键因子 , 其成果对研究细胞的发育有重大

的影响 , 特别是对开辟治疗癌症新途径具有极其深

远的意义; 2002年英国悉尼·布雷内、美国罗伯特·霍
维茨和英国约翰·苏尔斯顿因发现了在器官发育和

“程序性细胞死亡 ”过程中的基因规则而获奖 , 对这

些基因的研究 , 有助于研究针对癌症、艾滋病和阿

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新疗法 ; 再例如 , 2009年 , 美国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罗尔 –格雷德、杰克·绍斯

塔克因发现维持染色体稳定性和完整性的端粒结

构及端粒学说而获奖 , 端粒学说的提出使人们明白

了正常细胞的增殖和生长是有界限的 , 细胞为什么

会死亡的道理。除此之外 , 水通道蛋白的发现、泛

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途径的发现、试管婴儿的诞

生、iPS(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诱导多能干细

胞系的建立等均获得了诺贝尔奖 , 这些成果的获得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而是在科学家们持之以恒, 坚持

不懈, 追求真理, 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和创新而得来

的 , 这些都是值得当代大学生和科研人员学习的优

良品质和科学精神。

2.2.7   生物伦理      在探讨细胞核、细胞分化与干细

胞等章节时 , 可以借助动物克隆的实例 , 例如克隆羊

多利、克隆猴以及人类核移植技术 , 引导学生展开

讨论 , 探讨这些技术是否触及伦理道德的边界 , 以此

启发学生认识到在科研工作中遵守伦理道德的重要

性。同时 , 通过回顾日本的小保方晴子、韩国的黄

禹锡以及美国心脏病专家皮艾罗·安维萨等人的学术

造假反面案例 , 教育学生必须恪守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 , 坚持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工作 , 坚决抵制任何

形式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这样的教学不仅

传授了科学知识, 也强化了学生的科研伦理意识。

2.2.8   辩证唯物主义      在细胞凋亡的教学中, 可以

阐述细胞凋亡作为细胞死亡的一种形式 , 其异常或

缺失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细胞凋亡的过程实际上

是为了生命的延续, 而非单纯的死亡, 它使得其他细

胞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细胞凋亡这一概念可以

启发学生认识到, 许多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因此需要

以正确和辩证的态度来看待问题。另外 , 抑制微管

解聚的药物虽然能够破坏细胞骨架 , 导致细胞不稳

定 , 但其另一重要用途是治疗肿瘤。这个例子可以

教育学生, 科技和网络等都是双刃剑, 它们在为人类

带来福祉的同时 , 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 , 
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 , 充分利用它们的优

势, 以确保科技的发展能够为人类带来真正的福利。

通过这样的教学, 教师不仅传授了生物学知识, 也培

养了学生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的能力。

2.3   绘制思维导图快速提升记忆效果

构建思维导图有助于全面系统地分析问题 , 极
大地促进学生深入和创新的思考 , 从而识别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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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关键点。思维导图的制作灵活 , 不受严格规则

限制, 关键在于展现制作者的思考风格和目标, 提高

思考能力和水平。思维导图能够激发人们的丰富联

想力 , 它能够无障碍地展现哲学层面的多种思考方

式, 包括连续性、深刻性、批判性思考, 以及发散性、

联想性、类比性、形象性、灵感性和辩证性思考等。

因此, 它不仅能显著提高个人的哲学思考水平, 还能

提升运用哲学方法论的能力。

2.4   创新作业形式, 高阶性、挑战性与特色并重

本课程的作业设计突破了传统重复课本基础

知识的模式, 摒弃了客观题, 充分采用原创性的主观

题 , 以此凸显作业的独特性 , 强调高阶思维 , 提升挑

战性, 并增强创新性(表2)。例如, 通过绘制思维导图, 
引导学生学会归纳总结, 构建完整的课程知识体系。

通过梳理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的诺贝尔奖 , 激发学生

的反思能力, 培养他们对科研的浓厚兴趣, 并学习科

学家们的科学精神。通过撰写综述和翻译论文摘要, 
培养学生检索文献和撰写综述的能力。通过制作

PPT和微视频 , 训练学生的教学演示技巧。通过实

验设计任务 , 培养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和

科研素养。这样的作业设计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科研潜力。

2.5   科研反哺教学, 提高成果产出

细胞生物学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课程 , 通过

实践教学来巩固理论知识 , 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

高素质人才的关键环节。将理论、实验教学与教

师科研相结合 , 例如在研究N-末端乙酰转移酶B(N-

terminal acetyltransferase B, NatB)的功能时 , 发现

NatB是植物生长发育和胁迫响应的一个重要调节

子 , 参与许多生理生化过程的调控 [18-20]。NatB的催

化亚基Naa20功能缺失将导致多种生长发育缺陷表

型, 如顶钩生长发育缺陷(图1A), 顶钩的缺陷是由于

Naa20突变影响了顶钩外侧细胞的伸长 (图1B)。使

生长素合成关键酶基因YUC8瞬时表达 naa20突变

体 , 发现在突变体背景下YUC8蛋白的丰度明显降

低(图1C和图1D), 因此将NatB与生长素的合成联系

起来。在学习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时 , 细胞的形态

观察离不开显微镜 , 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作为体视显

微镜、扫描电镜、光学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应用的典型案例 ; 同时也是原生质体制备和观察实

验的很好案例。另外研究还发现NatB在植物的非生

物胁迫中发挥重要作用[21]。因此在研究NatB在冬油

菜抗寒性中的作用时 , 发现抗寒性强的冬油菜品种

NTS用NBT(染O2
–)着色较浅 , 抗寒性较弱的品种TY

着色较深(图1E); 同时锥虫蓝染色显示, 抗寒性强的

品种染色浅 , 反之则深 (图1F)。而细胞衰老和死亡

与氧化损伤有关 , 因此这些结果可以作为细胞衰老

和死亡研究及细胞化学染色实验课的很好实例。可

以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 , 每年教学团队老师每人

指导2~3组 (每组5人 )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 , 指导

1~2组学生参加全国生命科学竞赛, 并指导5~10名学

生完成本科毕业论文。通过这些创新实践活动 , 激
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从而提升课程的教学成果, 科研

成果反过来也可作为教学中的典型案例 , 真实做到

表2   细胞生物学课程作业一览表

Table 2   List of Cell Biology course assignments
序号

Number
作业形式

Form
作业题目

Title of assignment
目的

Purpose
分值

Score
提交方式

The way of 
submission

1 思维导图 绘制细胞生物学课程知识点思维导图 学会总结 10分 线上提交

2 课程思政 请查阅资料总结近30年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的诺贝尔奖, 
因何贡献而得奖, 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学会反思, 培养科研兴

趣

10分 线上提交

3 课程综述 撰写题为“xxx(细胞生物学相关)的研究进展”的综述论

文

学习撰写综述 20分 线上提交

4 自制PPT 假如你是细胞生物学课程的老师, 请制作某一章节的教

学PPT
学会PPT制作 10分 线上提交

5 微视频制作 请录制5~8分钟有关细胞生物学知识点的讲授微视频 学会试讲 20分 线上提交

6 论文摘要翻

译

下载3篇最新的发表在Cell上的细胞生物学相关的文献

并翻译摘要

学会查阅文献和阅读

文献

10分 线上提交

7 实验设计 假如你要考取某学校的细胞生物学专业研究生, 请设计

实验规划你读研期间的研究内容

学习撰写科研项目 20 分 线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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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研反哺教学。

2.6   采用多元评价方法, 注重过程性的考核

本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依据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精心设计 , 采用全面的考核方

法。评价方式为综合成绩=平时成绩×40%+实验成

绩×20%+考试成绩×40%, 其中平时成绩=考勤×10% 
+作业成绩×50%+学习通积分 (讨论、抢答、随堂测

试 )×40%。这种评价模式强调了过程性考核 , 而非

仅仅依赖终结性考核 , 避免了仅依赖期末考试来单

一地评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 确保了对学习过

程和实践能力的全面考核。这样的评价体系不仅确

保了学生能够掌握基础理论 , 还提升了他们的实际

应用能力, 增强了反馈时效性, 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

学生的参与度, 提升了教学效果。

3   创新成果
通过创新实践和深入探索 , 取得了显著的教学

成效 , 具体表现在 : 线上教学平台的应用效果优异 ;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显著提升 , 自主学习能力

和科研素养得到增强 ; 学生在创新实践和学科竞赛

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 课程目标的达成度逐年上升 , 
实现了产出导向的教学目的 , 课程产出主要包括发

表的论文数、参与生命科学竞赛获奖数、获批的创

新创业项目数、细胞生物学研究相关的毕业论文数、

学生参与细胞生物学研究项目数等。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 主要利用学习

通、大学慕课等教学平台和工具。在线上平台上 , 
教师提前上传短视频, 供学生预习本章难点内容, 并
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点 , 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

学生可以反复观看线上视频 , 这有助于解决课程中

的难点问题 , 同时照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差异性。

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教学环节的有机融合 , 实现

了其价值引领作用。根据课程目标达成度(图2), 近3
年来课程目标达成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课程目

标1反映了素质目标, 课程目标2涉及知识目标, 课程

目标3关注技能目标 , 课程目标4是关于知识运用和

A: 拟南芥naa20突变体顶钩体视显微照片; B: 拟南芥naa20突变体顶钩扫描电镜照片, 红色的箭头之间的距离表示顶钩外侧的细胞长度; C: 野
生型拟南芥原生质体光学显微镜照片; D: 拟南芥naa20突变体原生质体瞬时表达YUC8蛋白照片; E: 冬油菜叶片NBT染色照片; F: 冬油菜叶片

锥虫蓝染色。 
A: apical hook stereomicrograph of Arabidopsis naa20 mutant; B: apical hook phenotype of naa20 in Arabidopsis wit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red arrows represents the length of the cells on the outer side of the apical hook; C: protoplasts of wild type Arabidopsis in op-
tical microscope; D: transient expression of YUC8 protein in the protoplast of Arabidopsis naa20 mutant; E: NBT staining of leaves in winter rapeseed; F: 
trypan blue staining of leaves in winter rapeseed.

图1   N-末端乙酰转移酶NatB的功能研究

Fig.1   The function of N-terminal acetyltransferase Na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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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 而课程目标5则涵盖了综合素质。其中 , 尤其

是课程目标4, 即知识的运用和产出方面 , 提升尤为

明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学生对细胞生物学课程

目标的主观达成度均在80%以上。这些成果不仅彰

显了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 也映射出教学团队对提升

教育品质的不懈追求和持续投入。

4   结语和反思
总体而言 , 通过改革细胞生物学的教学考核模

式, 尤其是引入课程思政的考核过程, 引导学生不仅

要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 , 还要注重提升自身的综合

素质。本课程团队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相结合 , 
既共享了细胞生物学的专业内容 , 又实现了思政教

育的目标 , 取得了显著成效。本课程的教学效果评

价方法依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设计 , 
主要采用学生互评、教师点评等多种评价方式 , 确
保了对学习过程和实践能力的全面考核 , 使学生在

掌握基础理论的同时 , 进一步增强了实践应用能力 , 
提高了成果产出效率。客观上 , 这些做法最大限度

地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 , 确保了教学和学习效果的

优化。

当然 , 在教学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提

升的方面, 例如线上平台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科研

与教学的结合尚需加强 , 科研反哺教学的力度还需

增加。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始终围绕“学生中心, 产出

导向”的OBE教学理念 , 深度融合思政元素 , 以提高

育人质量为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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