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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基础课中的立德树人 |《医学生物化学》

编者言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

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举措，旨

在使德育与智育相统一，推动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本期分享 基础医学院 王亚娟老师

《医学生物化学》“四堂融合”思政培养

作者简介

王亚娟，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骨

干教师。主讲《医学生物化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等课

程，主持省厅级及以上项目 5 项，参与省厅级及以上项目 8

项，省一流课程《医学分子生物学》、省课程思政样板课程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主要参与者，参编教材 3 部。

育人箴言：身教重于言传

图 1 教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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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程远芳、王佩瑾、王斌、陈永伟、张乐晶、李照熙、邓

青、董佳杰、李日辉、张米帅、崔宁、杨保胜、王俐

图 2 教师风采

课程简介

《医学生物化学》是生命的化学，研究生物体内物质的

化学组成、结构和功能，以及生命活动过程中各种化学变化

过程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生命学科。该课程共4学

分，56学时（线上19学时），本校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等

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同时也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以及

考研的考试科目。2003年在本院专家教授的带领下，由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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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负责教学和学科建设，于2014年评

为校优秀课程；2017年评为校品牌课程；2019年评为河南省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20年评为河南省本科教育线上教学优

秀课程；2021年评为河南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样板课；2022

年评为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2023年获批河南省本科高校研

究性教学示范课程，其课程资源中的课件和微课也先后在省、

国家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中获奖。同时，自实施混合式教学

以来，本课程团队共主持（参与）校级及以上教研项目27项；

获厅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12项；发表相关教学研究论文23篇；

主编教材6部（包含思政、flash动画、临床案例等相关资源）。

本课程自 2013 年在线课程开设至今，主要集中在每学

年下学期开设，其中以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专业学生学习

为主，其包含理实一体化教学（理论+课内实验+临床讨论+

创新性实验）。于 2018 年开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授课对

象包括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四年制医学检验、药学、药剂、

护理学、康复治疗学、眼视光等，至今已开设 6 届，学生总

数达 1.8 万余名。

一、思政育人目标

结合学校“建设地方性、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的新

型高等医学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临床专业基层医疗人才

目标，制定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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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目标

分析生物体内主要物质的组成、生物学功能，物质代谢

途径及调控规律，运用临床相关的生物化学原理分析、解释

疾病发病的生化机制，促进人类健康。

（二）能力目标

具备分析相关代谢疾病、分子病以及构象病的理论基础

和能力，能够运用生物化学知识论述或解释与人类健康、疾

病相关的医学实践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诊断和预防措施。

（三）素质目标

通过介绍医学生物化学相关知识和科学家的故事，培养

学生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通过介绍临床相

关社会热点，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以及家国情

怀。

二、设计思路

（一）课前准备阶段

立足于医学专业的思政目标,课程组教师通过文献调研、

会议交流和集体讨论等方式,广泛、深入地挖掘课程的思政

教育素材,包括疾病案例、我国科学家成就、优秀传统文化、

生活热点和科研前沿进展等,坚持思政素材与专业内容的紧

密契合。优选了 43 个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思政案例,按照

医学人文素养、爱国情怀、法律和道德规范和科学精神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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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进行总体规划、分类与整合(表 1),做到章节内容的全

覆盖。考虑到课时紧张的现状,合理安排其思政案例的开展

形式,着重对部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其余案例在课堂中点

到为止,集中在课下由学生自主开展学习。在知识和能力培

养目标基础上,增加思政教育的目标,完善教学大纲和教案,

以此为指导,开展思政教育。

表 1 《生物化学》思政资源

章节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绪论 介绍我国科学家对生物化学发展的贡献

1.吴宪提出血糖测定法，并在 1920 年回国

开创我国生物化学学科。

2.吴宪最早提出蛋白质变性学说，沿用至

今。

3.1965 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4.1999 年我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参

加人类基因组计划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

操。

第一章 蛋白质

的结构与功能

1.三聚氰胺事件与学生“医者仁心”的培

养。

2.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1.培养学生弘扬医者仁心，大

医精诚的精神

2.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人们健

康至上，国家责任的使命感

第二章 核酸的

结构与功能

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DNA 双螺旋 青年创造力培养

第三章 酶与酶

促反应

1.酵素的本质

2.有机磷农药中毒案例

3.日本侵华中路易士气的使用

1.相信科学，切记盲从

2.医者仁心，职业使命感

3.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第四章 糖代谢 1.糖酵解中的耗能与产能

2.乳酸的产生和运动后酸痛的关系

3.蚕豆病和疟疾

4.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痛苦

1.有付出才能有收获

2.科学分析问题

3.事情的两面性，科学的看待

问题

4.学生“仁爱之心”的培养。

第五章 脂类代

谢

1.左旋肉碱减肥药的机制

2.生酮饮食在减肥、糖尿病以及癫痫病的

作用

3.高脂饮食与乳糜血

4.大脑胆固醇怎么生成和代谢

1.科学分析，正确使用

2.理性使用，科学看待，培养

创新思维

3.健康饮食

4.开拓思维，科研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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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口诀记忆难点--脂肪酸β-氧化 5.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和经验总

结培养

第六章 生物氧

化

1.化学渗透假说和 ATP 合酶机制的研究

2.二硝基苯酚的作用机制（部分减肥药中

违法加入此物，导致严重的副作用）

3.通过演练各呼吸链组分的功能培养学生

团结协作的能力

1.坚守本心，刻苦专研

2.科学减肥，珍惜生命

3.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

第七章 蛋白质

消化吸收和氨基

酸代谢

1.湖南郴州大头娃娃事件

2.介绍体内几种重要的转氨酶

3.苯丙酮尿症疾病介绍

4.割肝救子事件介绍

1.诚信教育，科学利用所学知

识

2.提醒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少

饮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医者仁心，职业使命感

4.母爱的伟大

第八章 核苷酸

代谢

1.核酸保健品骗局

2.痛风病例的讲解

3.自毁容貌综合征案例的讲解（用基因治

疗的治愈）

1.理性面对，用科学的思维看

待事物

2.倡导健康饮食

3.科学技术的力量

第九章 血液的

生物化学

血浆蛋白异常的介绍 正确的三观的树立。

第十章 肝的生

物化学

1.肝、胆组织在物质代谢上的联系

2.生物转化的解毒与毒害作用

1.让学生理解用“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形容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制度的

的思想内涵。

2.事物的两面性

第十一章 癌基

因与抑癌基因

原癌基因的活化与学生健康生活意识的增

强。

健康生活意识的增强。

（二）课程实施阶段

1.课程教学目标制定

本课程团队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结合办学定位、专业培

养目标以及新医科建设人才要求，制定了本课程的课程目标，

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旨在培养“厚基础、

高素质、善应用”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新医科”

人才。

2.“四堂融合”混合式教学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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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生物化学课堂教学实践经验及反思，本课程团队

以新医科建设为指导，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从学情特点、教

学痛点出发，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评

价等多方面重构设计，实施了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

的“四堂融合”混合式教学模式（图 3），优化教学手段和

方法，利用渐进式、多层次的教学活动打造师生双向交互研

讨课堂，丰富学生的学习途径，发挥生物化学在培养人才创

新意识中的重要性。

图 3 “四堂融合”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设计

整个教学过程遵循“立德树人为根本”的育人理念，注

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融合，深入挖掘课程内容蕴含的思

政元素。从科学精神、医者仁心、家国情怀及社会担当等挖

掘课程思政育人案例，渗透教与学的过程中。将知识传授与

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价值观的塑造结合，使知识目标、能力

目标与素质目标同向而行，学生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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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临床应用融通，成为具备“道术、仁术、学术、技术、

艺术”的人民健康守护者。

教学过程借助现代信息化技术的智慧教学环境，将课程

内容重构为三层次四课堂，分为线上课堂、线下课堂、翻转

课堂以及拓展课堂。依托中国大学慕课线上平台为学生提供

全面线上学习资源并不断迭代更新，为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混合式教学奠定基础。学生课前根据学习任务及目标观看

线上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自建知识框架，实现知识“同化”

并完成前测及问卷。线上课堂基础知识打底，教师精准分析

学生学习数据挖掘学生难点以衔接到线下课堂研讨。线下课

堂依托雨课堂智慧软件，实时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反馈。

以问题驱动，多层级路径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自然

融入人文思政元素，形成师生双向交互研讨式教学，突破学

习重难点。翻转课堂通过“基础+临床、创新实践”打通关

键节点，发挥能力培养的引导作用，强化应用，内化素质，

完成中阶能力培养。课后拓展课堂，结合医疗最新研究进展、

群众关注的医学常识，开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文献阅读、案

例讨论、科普知识等模块，保证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要

让学生“跳一跳”才能够得着，注重内容的高阶性和挑战度。

此外，建立分阶测试，学生自我评测，固化成果。

最后，根据课程理论与临床实践较强的特点，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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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式的创新改革，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学生

学习参与度和学习的自主性，同时注重学生高阶思维和解决

临床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图 4），充分细化教与学各环节评价内容，构建多目

标、多方式的评价体系，包括知识点考核、真实性评价、进

阶性考核以及终结性考核，使得课程总成绩能较为合理地反

映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

图 4 课程考核方式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案例一 痛风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核苷酸的合成受到精准调控，但特

殊情况下，其代谢发生异常，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例如痛

风，就是人体内嘌呤核苷酸的含量异常增加，其过多的代谢

产物尿酸沉积在关节间隙，激活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引发

急性关节疼痛。根据痛风发病的机理，抑制尿酸合成是一种

有效的治疗策略。别嘌呤醇通过与次黄嘌呤竞争结合黄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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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酶，从而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尿酸的形成，

目前是痛风治疗的一线药物。

思政教学：通过介绍痛风的原理，讲解痛风患者应限制

摄入富含嘌呤的食物（如动物内脏、贝类），避免酒精饮料

（尤其是啤酒）和含高果糖玉米糖浆的饮料。引导学生爱惜

身体，限制饮酒，树立“健康生活”的理念，培养其“大健

康”意识。

图 5 痛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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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蛋白质一级结构发生变化,蛋白质的功能也随之改变。

这时举一个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例子,介绍病毒表面刺突蛋

白(S 蛋白)发生位点突变后, 其蛋白质的结构发生变化,变

异毒株的侵袭力变得更强、感染速度更快,如德尔塔和奥密

克戎变异株。奥密克戎病毒在美国、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大流

行,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其国民的健康,甚至完全

放开防疫措施，许多人因此丧命。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对病毒

实施动态清零政策,时刻守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人民心连心,携手抗击新冠肺炎,

思政教学：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

了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通过上述讲述以达到增

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

图 6 新冠病毒表面刺突状 S蛋白

四．实施成效

（一）课程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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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负责人及团队成员教学研究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批准时间 项目来源

1
基于知识图谱的医学分子物学研究性课

程建设与实践
王亚娟 2024年 7月

河南省医学教育

研究项目

2
数字化赋能智慧教育背景下基于知识图

谱的基础医学课程群建设与实践

李勇莉，

王亚娟
2024年 5月

河南省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基于知识图谱的医学分

子生物学课程建设与实施 王亚娟 2024年 5月
河南人文社科项

目

4

构建“六位一体”一流数字课程群，打造

智慧教学新模式 杨保胜 2024年 3月

校级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一院一

品”项目

5
“一流课程”视域下《医学分子生物学》

研究性课程建设与实践
王亚娟 2023年 12月

校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

6
基于执业医师考试的基础医学类课程的

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
杨保胜 2023年 12月

校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

7
基于知识图谱的《医学生物化学》混合式

教学模式构建及应用
陈永伟 2023年 12月

校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

8
基于健康中国理念的《医学生物化学》课

程思政教学创新性研究
程远芳 2023年 12月

校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

9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素养提升研究 张乐晶 2023年 7月 河南省社科联

10
“大思政”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思政素养

提升研究
陈永伟 2023年 7月 河南省社科联

11 研究性课程样板课程-医学生物化学 杨保胜 2023年 1月 河南省教育厅

12 省一流课程-医学生物化学
杨全中，

陈永伟
2022年 7月 河南省教育厅

13 基于一流课程的智慧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杨全中，

王亚娟
2022年 6月 河南省教育厅

14

泛在学习背景下基于微信订阅号的混合

式教学辅助平台构建与探索一以临床医

学专业医学生物化学课程为例

李照熙 2021年 12月

校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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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精准医学”大背景下医学院校的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
王亚娟 2021年 10月

河南省医学教育

研究项目

16
省课程思政样板课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杨全中，

李照熙
2021年 12月 河南省教育厅

17
基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视角的医学生物

化学教学探索

程远芳，

王亚娟
2021年 12月

校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

18
基于思维导图的“医学生物化学”混合式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永伟 2021年 12月

校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

19
智慧教育背景下，慕课堂智慧教学模式构

建，-以《医学生物化学》课程为例

杨全中，

王亚娟
2021年 10月

河南省医学教育

研究项目

20 省一流课程-医学遗传学 杨保胜 2021年 7月 河南省教育厅

表 3 课程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获奖情况

序号 奖 励 名 称 级 别 排 名 年 份

1 河南省教学创新大赛 省级 王佩瑾（1） 2024

2 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校级 王亚娟（3） 2024

3
教育信息化大赛新技术融合教学案例

二等奖
校级 程远芳（1） 2024

4
教育信息化大赛新技术融合教学案例

二等奖
校级 王佩瑾（1） 2024

5 校级教学创新大赛 校级 邓青（1） 2022

6 教育信息化大赛课件二等奖 校级 王亚娟（1）

7 河南省医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厅级 王亚娟（1） 2023

8 河南省医学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 厅级 程远芳（1） 2021

9 医学遗传学-教材建设奖 省级 杨保胜（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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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教学团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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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论文发表情况

序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发表刊物或

出版、采用单位

发表、出版

或被采用时

间

1
荞麦NRAMP基因家族鉴定及生物信

息学分析
张乐晶

扬州大学学报(农业

与生命科学版)
2024年 5月

2
基于课程思政的医学分子生物学课

程教学实例
王亚娟 中华全科医学 2023年 11月

3
“BOPPPS+雨课堂”模式在护理和助

产专业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邓青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

实践
2023年 9月

4
基于慕课堂+腾讯课堂的医学生物

化学线上混合式教学实践和反思

杨全中，

董佳杰
生命的化学 2023.2

5
疫情背景下MBBS留学生生物化学

线上教学实践研究
董佳杰 教师 2022年 10月

6
医教协同背景下基于OBE理念的医

用生物化学课程改革研究
王佩瑾 教师 2022年 7月

7
思维导图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实

践
王佩瑾 科技视界 2022.4

8
思政育人背景下病原生物学与免疫

学相融合的综合实验设计与实践

周艳琳，

杨保胜
中国免疫学杂志 2022.3

9
虚实结合的医学生物化学实验教学

实践与反思
王亚娟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22年 5月

10
医学生物化学甘油三酯分解代谢教

学方法探讨
程远芳 生命的化学 2021年 11月

11
利用Taqman探针熔解曲线技术检

测抗高血压药物相关基因多态位点
张乐晶 药物分析杂志 2021年 9月

12
MOOC在高校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

用探索
邓青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

实践
2021.8

13
基于SPOC的医学生物化学混合式

教学探究

杨全中，

王亚娟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1.7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JSNX/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JSNX/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ZMXZ/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CXYL/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CXYL/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WCBJ/detail?uniplatform=NZKPT


— 16 —

14
基于OBE理念的医学细胞生物学课

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杨保胜 科技视界 2021年 6月

表 5 指导学生成果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年份
1 miRNA-133a靶向 UBA2增强结直肠癌细胞奥

沙利铂化疗敏感性的研究

校级大学生科研立项 2024 年

2 大鼠血清 PFAS 与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关

系的探究

校级大学生科研立项 2024 年

3. 大学生患幽门螺旋杆菌的危险因素分析与

认知度调查-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为例

校级大学生科研立项 2024 年

4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民办高校大学生 VDT

综合征的知信行研究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项目 2024 年

5 源泌科技-干细胞源性外泌体培养装置 河南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2023 年

6 一种带有时间使用指示标志的滤杀一体口

罩研发

中国创翼创新创业大赛河

南赛区

2022 年

7 连花清瘟胶囊的 TGF--一β1Smad 信号通路

干预放射性肺损伤

2022 年 “挑战杯”河南

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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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指导学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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