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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蛋白质与酶工程是生物技术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文中以教育

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依据、结合专业及课程特色，科学设定教学目标，深入挖掘课程

思政教育元素，从融入内容、方法路径及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精心开展教学

设计，利用对分课堂、以学生为中心，从讲故事、谈生活、说案例、议热点、读文献、做训练入手，激发并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公民品格、全球视野、生态文明、法治意识、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素养，促进课程思政教育有

机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课程育人目标的同时推动教学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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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Bo Xu, Qian Wu, Nanyu Han, Xianghua Tang, and Zunxi Hua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is the core and required course for colleague students majored in biotechnolog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 explored the combin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with ideological educ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features of the biotechnology major and the course and setting 

up rational teaching objectives.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strategy,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approaches that were 

used in the course of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to achieve a good integration. The practice starts from story-telling, 

discussion of life, case study, hot issues discussion, literature discussion and presentations. The scientific spirits, civic 

character, global vision, eco-civilization and leg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ir native land emotion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were boosted. The na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his course helped to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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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the goal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while promoting teaching excellence. 

Keywords: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executive path, teaching design, Presentation-Assimilation- 

Discussion class 

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颁布[1]，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以“课程思

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2019 年《教育部关

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意见》[2]和《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

施意见》[3]中都提到，要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深入挖掘各类课

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此

背景下，以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第一取向，充分发

挥“蛋白质与酶工程”课堂的思政教育功能，不断加

强课程思政建设，确保知识、技能、素质教育与思

政教育同向同行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 

21 世纪以来，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

工程、酶工程和蛋白质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

术发展迅猛，并日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蛋白质与酶工程是生物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专业技能的提

高和专业素养的培养，进而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

在课程思政提出后，少数高校对“酶工程”课程的思

政元素、教学方法及设计等教学要素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探索，从理念到实践都取得了初步的成果[4]。

但是，该理科专业课程的内容具有客观性、规律性

和应用性较强的特点，课程思政难度较大，思政主

题的广度、深度和温度仍需进一步拓展。 

本文结合“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特色和优

势，科学设定教学目标、深度提炼课程思想价值

和精神内涵、深入挖掘育人目标、精心开展教学

设计、积极探索实施路径，立足构建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并具有实操性的“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 

1  “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介绍 

“蛋白质与酶工程”为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

程、必修课，共 54 学时、3 学分，在生物技术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课程内容包含

蛋白质工程和酶工程两个领域。蛋白质工程是以

蛋白质分子的结构和功能为基础，通过基因修饰

或基因合成，对现有蛋白质进行改造、设计，以

获得性能更优良、符合人类社会所需的新型蛋白

质。酶工程是以研究开发酶及其应用为主，通过

有效获取酶、改造酶和应用酶的催化特性，为自

然和人工环境中的物质化学反应定向加速，使其

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和生产生活服务。 

2  课程教学目标设计 

2020 年 5 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对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纲要》指出[5]，

“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

同专业的育人目标” “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为贯

彻《纲要》要求，笔者基于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的内容、特征和

规律，从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 3 个维度对课

程教学目标进一步细化，并设定了每一章的课程思

政教学目标。使课程不同内容的思政教学既存在差

异性和层次性，也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性。 

知识目标：了解酶学研究历史及蛋白质与酶

工程的新技术和前沿进展；熟悉酶及酶抑制剂在

医药、农业、食品、环境保护及能源开发等领域

的应用及其影响；掌握酶学基本原理，酶的生产、

改造和应用，以及蛋白质的结构分析和分子设计

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技术，形成蛋白质与酶工程相

关理论完整的知识结构。 

能力目标：能够熟练运用课程基本理论和方

法技术，针对生活、生产中酶和蛋白质的具体问

题或生物技术需求，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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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获得蛋白质与酶工程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价值目标：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

自豪感；培养探索创新、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

理解生物技术对生态、资源、环境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养成专业认同感和使命感，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和生态文明观。 

3  课程思政内容体系的开发 

专业课程思政内容体系的开发，应遵循“上 

行-下行”的复合路线[6]。 

“上行”路线为：结合《纲要》和专业特征，

深入挖掘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纲要》明确

指出[5]，“理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

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目前，生物技术已普遍被认为是 21 世纪人类解决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途径之一，因此结合生物技术面向应用为主的理

科专业特色，进一步融入生态文明、全球视野、

家国情怀等，梳理形成本课程思政教育的 7 个维

度 (表 1)。 

“下行”路线为：结合课程的知识特征和教学

特征，将思政教育的维度进一步具体化，确定具

体思政教育知识点的位置和对应的知识目标，形

成本门课程的思政教育体系 (表 1)。例如，课程

知识体系中的“绪论”，涉及内容和知识面广、素

材多，可从多角度切入多维度的思政教育主题；

而酶工程基础、酶的发酵和分离工程等是课程理

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系统逻辑性，

并配套有相关的实验课，因此以科学精神这一思

政教育维度的融入为主；酶的应用部分，则可以

酶在环保及能源开发领域中的应用为切入点融入

生态文明，从而为本课程的不同知识目标找到最

佳“思政拍档”。 

4  实施路径与策略 

课程思政的实施，应注重“术”与“道”的结  

合[7]。要根据学习进阶理论，既要考虑教学内容

的要求，又要从学生思想状况的实际出发，通过

恰当的模式、情境和方法，使课程所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与课程内容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结，

从而引发情感与态度的共鸣，达到最大教育积累

效果。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和课程的特点，我们尝

试运用以下方式实现课程知识传授与思想引领的

同频共振。 

4.1  故事模式 

任何一门专业课程，都蕴含有自己丰富的故

事。从人类对酶的应用开始，到 1907 年首次获得

酶学研究史上第一次诺贝尔奖，再到 2018 年酶的

定向进化技术再次获得诺贝尔奖，在数百年的研

究和发展过程中，“蛋白质与酶”既是研究对象又

是研究工具，30 余次获得过诺贝尔奖，讲好课程

中这些科学家的故事以及中国故事，对于培养学

生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精神和树立民族自豪

感至关重要 (教学设计 5.1&5.2)。 

4.2  生活情境 

蛋白质与酶工程相关研究的最终目的是

“用”，其实际应用小到可帮助诊断、治疗人类疾

病，大到解决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驱动

社会与经济“绿色高效发展”的技术问题。因此教

学中立足于人民利益、社会和国家发展来创设生

活情境，开展课程思政，能有效促进课程知识目

标与价值目标的融合 (教学设计 5.3&5.4)。 

4.3  科研案例 

以教师科研充实和补充课程内容，将教师科

研成果以案例教学的方式引入课堂，讲解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思路的同时，挖掘理性结果中蕴含

的人文因素，使学生看到科学研究背后是不断的

坚持和努力，通过所学知识也可以攻克难关、解

决问题、造福人类和社会。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促进学生积极地参与学科及专业竞赛，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使课程理论知识和课程思政

育人最终内化于行 (教学设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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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思政体系 
Table 1  Integ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ourse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课程章节 

Chapters 

知识点 

Knowledge points 

价值目标 

Value goals 

课程思政维度 

Dimensions 

实施路径与策略

Strategies 

绪论 

Introduction 

酶学研究简史 

History of 
enzymological research 

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Establish a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and 
confidence 

文化自信 

Cultural 
confidence 

故事模式 

Story mode 
(教学设计 5.2)

酶和蛋白质分子结构

与功能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rotein 

培养国家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Establish native land emotion and lofty ideals 

家国情怀 

Native land 
emotion 

文献解读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教学设计 5.7)激发学习兴趣和专业认同感 

Stimulate learning interest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公民品格 

Civic character 
酶工程基础 

Enzyme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酶作用专一性机理 

Specificity mechanism 

培养严谨求实、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Cultivate a rigorous, truth-seeking, exploratory, 
and innovative scientific spirit 

科学精神 

Scientific spirit 

故事模式 

Story mode 
(教学设计 5.1)

酶的发酵工程 

Enzyme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产酶菌株的筛选 

Screening of enzyme- 
producing strains 

培养辩证思维，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看待科学和事物 

Develop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be able to treat 
sciences and things with a vie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科学精神 

Scientific spirit 

项目设计 

Project design

酶的分离工程 

Enzyme separation 
engineering 

酶的分离纯化 

Purification of 
enzymes 

固定化酶和固定化 

细胞 

Immobilized enzymes 
and cells 

固定化酶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immobilized enzymes 

激发学习兴趣，树立专业自信和社会责任 

担当 

Stimulate learning interest and establish 
professional confid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公民品格 

Civic character 

生活情境 

Life situation
(教学设计 5.4)

化学酶工程 

Chemical enzyme 
engineering 

模拟酶的理论基础 

Theoretical basis of 
enzyme mimics 

培养严谨和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 

Cultivate a rigorous and persistent scientific spirit

科学精神 

Scientific spirit 

故事模式 

Story mode 

生物酶工程 

Biological enzyme 
engineering 

酶基因的克隆和 

表达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enzyme 
genes 

树立民族自信、专业自信 

Establish n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confidence 

文化自信 

Cultural 
confidence 

科研案例 

Research case
(教学设计 5.5)

树立责任意识、强化担当精神 

Develop and strengthen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公民品格 

Civic character 
基因编辑技术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树立法治意识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 

Build up law consciousness and correct scientific 
ethical viewpoint 

法治意识 

Legal 
consciousness 

时事热点 

Current affairs 
hotspot 

(教学设计 5.6)

蛋白质的结构及分析 

Protein structure and 
analysis 

蛋白质结构预测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 

树立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 

Develop a global horiz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全球视野 

Global vision 

实操训练 

Practical 
training 

(教学设计 5.8)

蛋白质分子设计 

Protein molecular 
design 

定点突变 

Sited-directed 
mutagenesis 

培养严谨和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 

Cultivate a rigorous and persistent scientific  
spirit 

科学精神 

Scientific spirit 

科研案例 

Research case

酶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enzymes 

酶在环保及能源领域

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enzym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fields 

认识酶驱动社会与经济“绿色高效发展”,  

形成生态文明观 

Recognize an enzyme-driven socie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reen and high 
efficiency 

生态文明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课堂汇报 

Class report 
(教学设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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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时事热点 

以热点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坚持解

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教学中选择

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为素材，将时事热点问题引入

课堂，通过兴趣驱动，将时事热点中所蕴含的课

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从而引发学生思

想共鸣、产生内生动力。同时启发并引导学生充

分发挥所学学科专业知识，正确认识和解读时事

热点中的科学伦理等问题 (教学设计 5.6)。 

4.5  文献解读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根据培养目标与教学内

容的需要，遴选专业文献，引导学生阅读文献、

思考、分析总结与讨论，使学生了解学科前沿与

学科新成果。以文献资源为载体，贯穿育人主线，

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将学术资源转化为课程思

政资源 (教学设计 5.7)。  

4.6  实操训练 

以网络生物信息资源为基础的课程教学内

容，应加强课程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以如何获取

和利用全球生物信息资源为侧重点，理论联系实

际，通过实操训练，让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实现数

据的检索和分析，最终获得感兴趣的蛋白质与酶

分子信息，同时将大数据时代科技工作者基于全

球视野的科学研究理念贯穿教学过程中。通过学

生动手上网实际操作，不仅能加深学生对理论基

础知识的理解、有效突破教学难点，更能起到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经验的作用，是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树立科学研

究全球视野的有效途径 (教学设计 5.8)。 

5  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根据课程确立的思政目标及各章节对应的

课程思政维度，进一步分解知识要点，充分挖

掘课程知识内隐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从多

方面入手进行教学设计，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

课程教学。 

5.1  从故事入手，谈科研坚守，树科学精神 

在讲授酶作用专一性机理学说时，由“锁钥学

说”引出“诱导契合学说”及其发现者科士兰。介绍

在酶“活性中心”被提出后，年轻的科士兰大胆地

对“锁钥学说”这种刚性的酶和底物结合方式提出

疑问，认为蛋白质的结构可以发生变化，从而提

出了著名的“诱导契合学说”。然而他的理论刚刚

提出就遭到了学术界的强烈质疑，但是他并没有

放弃，不断用实验和努力来证实这一理论，最终

得到认可并写入了教科书。通过讲述科学家的故

事，培养学生客观理性的思维特质和探索创新、

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 

5.2  从历史入手，谈酶的应用，树民族自豪感 

在讲授酶学研究简史时，引出我国酶的应用

可追溯到 4 000 年前，最早始于古代酿酒技术，

早在《吕氏春秋》和《尚书》中就有相关记载。

后来豆酱、麦芽糖、酒曲等中国传统食品的制作

也都是利用了微生物酶的催化作用，至今这些中

国传统技术依然盛行。结合课程内容讲好中国故

事，挖掘历史上对于当代中国、甚至世界科技进

步有重要贡献的教学内容，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 

5.3  从应用入手，谈环保和能源，树生态文

明观 

在学习“酶在环保及能源开发领域中的应用”

时，由学生课外自主查阅文献、观看视频讲座、

与小组同学讨论，共同研究和解决问题，从而更

专注于主动地学习、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课

堂教学时间则通过各组不同形式、内容的汇报，

小组间相互学习、互促互进，使得课堂的宝贵时

间得以充分利用。教师仅在中间适当纠错、点评

和引发班级讨论 “既然酶能应用于可再生能   

源——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产加工，为什么

目前市场上仍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从

而引发学生思考酶作为生物催化剂的应用对于驱

动社会与经济“绿色高效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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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思相关的酶还需要更多的

科学研究来提高酶的性能、活力，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树立学生的专业自信和社会责任担当。 

5.4  从生活入手，谈固定化酶，塑公民品格 

在固定化酶的教学中，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的原理、方法、优点等基础知识作为教学骨架，

以“2019 新冠病毒”和“乙型肝炎”检测等生活化元

素为“血肉”丰富教学内容。从平时体检常见的“乙

肝两对半”检查报告单入手，通过分析实际案例中

的受测者是否被乙肝病毒感染，是否具有传染性

的过程中，将酶联免疫吸附测定知识融入学生的

实际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使其感受

固定化酶应用对于人类医学检测的重要性，以及

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 

5.5  从案例入手，谈创新发展，树民族自信 

在讲授生物酶工程时，以课程团队教师科研

成果“无花果曲霉植酸酶基因的克隆及在毕赤酵

母中的表达”为案例入手。从产酶菌株和载体的选

择、基因的克隆、表达及定点突变等进一步改造

的流程出发，逐一解析此案例具体操作所涉及的

生物酶工程相关知识，以及当时开展此项科研攻

关的时代背景和意义。使学生准确而全面地了解

中国植酸酶“落后-跟跑-并跑-部分领先”的研究和

发展历程，深刻感受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作用和意

义，建立民族自信。 

5.6  从时事热点入手，谈科学伦理，强法治

意识 

从最新获得 2020 年诺贝尔奖的基因编辑技

术入手，探讨此项以酶为基础的研究，对于有研

究者开展婴儿的基因编辑事件进行课堂讨论，引

导学生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树立法治意识和正确

的科学伦理观。 

5.7  从文献入手，谈疫情防控，显国家制度

优势 

开学第一课正值 2020 年春季疫情严峻时期，

全国高校实施线上教学。在绪论部分引入发表于

Science 期刊的研究论文“Cryo-EM structure of the 

2019-nCoV spike in the prefusion conformation”，

以 2019 新冠病毒的分子结构为切入点，讲授酶和

蛋白质分子结构与功能的最新进展。通过复习《微

生物学》中病毒的结构，讲解 spike 蛋白结构作为

疫苗、治疗性抗体的研发以及临床诊断的关键靶

点，其结构的解读和数据共享对于各国科研人员

进一步研究新冠肺炎病毒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文献进一步介绍我国目

前疫情防控的措施和成效。 

5.8  从操作入手，谈数据共享，拓全球视野 

蛋白质结构预测是蛋白质结构与分析一章

中 应 用 性 和 实 操 性 较 强 的 部 分 ， 教 学 中 以

“Salmonella typhimurium H-1-I 鞭毛蛋白”为案例，

从氨基酸序列的获取→理化性质预测→二级结构

预测 (蛋白质跨膜及信号肽情况) →三维结构预

测，详细地讲解每一步使用何种数据库或平台、

如何搜索、预测和分析所得结果，并配图说明。

在学生了解蛋白质结构预测流程的基础上，布置

课后实操作业，让每个学生选取自己感兴趣的蛋

白质或酶，通过自己实际在线操作获得不同的蛋

白质结构，从而丰富感性认识，了解全球共享科

研数据是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同时感受课

程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激发学习兴趣。 

6  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马祖尔就把学习分为

“知识传递”和“吸收内化”两个步骤[8]。课程思政内

容较为隐蔽，教师授课时一般不易直接说破，点

到为止，因此“吸收内化”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

就显得尤为重要。《纲要》也指明[5]，“要创新课

堂教学模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

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

考”。因此，为了提升课程思政教学的效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课堂高效的师生、生生互

动，课程引入“对分课堂”教学方法[9]，通过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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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独学内化、小组讨论和对话答疑 4 个环节，

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探究性学习，在掌握知识和思

维技能的同时实现课程价值目标达成。下面以绪

论部分的教学为例进行介绍。 

第一环节，精讲留白。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学

习目标、向学生明确课程教学重点“酶工程与生物

技术其他学科的关系”和难点“21 世纪蛋白质与酶

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与热点”，留给学生独立

探究的空间。学生听讲后对本章知识有框架性认

识，但对于“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在酶领域中如

何应用?” “如何利用化学修饰提高酶的稳定性、

催化活性?” “如何用酶治疗疾病?”等具体的蛋白

质与酶工程研究热点问题还缺乏深入了解，对于

酶和蛋白质究竟对人类有何实际用处缺乏感性

认识。 

第二环节，独学内化。教师在对分易网络平台

发布体现差异化、个性化、反思性的作业——阅

读文献“酶作为治疗性药物的研究进展”撰写读书

笔记，同时完成“亮考帮”卡[10]。在此环节中，学

生课后独立学习、梳理知识、提炼观点、准备问

题，对于酶在癌症治疗、先天性缺酶症的替代治

疗、心血管疾病和胃肠道疾病的治疗等方面产生

了各自的感悟和看法。例如，有学生在读书笔记

中写到了个人思考，“随着各种细菌耐药性的不断

增强和超级细菌的出现，酶药物发展将会成为值

得重视的新方向”；有学生以“对酶新的认知”为题

目写下了读书笔记，“对于从小接受酶固定思维的

我来说，酶似乎只有一个身份——催化剂，但读

完这篇文章，我才意识到酶似乎有着更重要的身

份”。还有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悟，

“很多已知的先天性缺酶症治疗药品稀少，美国已

有许多孤儿药品用于治疗缺酶症，但在我国相关

研究缺乏······所有的科研最终都是用来造福人类、

造福社会的，作为当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去延

续这种科研精神，并努力攻克问题”。 

第三环节，小组讨论。下一次上课时先将课

堂交给学生，由各小组成员以独学内化的“亮考

帮”卡为基础，在组内依次发言，组员之间相互交

流阅读文献后的体会与经验、提出疑惑、相互答

疑、补充或争辩，并总结凝练出小组的疑难、疑

惑或问题建议。学生基于个人学习成果与同伴合

作学习，在深刻理解知识的同时，产生观点的碰

撞、思想的火花。 

第四环节，对话答疑。小组代表讲述本组最

有价值或有趣的“亮闪闪” “考考你”和“帮帮我”，

其他同学听取别组的观点、引发思考。教师对小

组的发言进行点评和答疑，形成全班交流的氛围。 

上述 4 个环节将本章“激发学习兴趣、感受酶

对人类的重要性及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社会责任

担当等”课程思政主题和内容从“教师讲”转变为

“学生悟”和“学生议”，有效促进了课堂高效的师

生和生生互动，为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思政

教学提供了坚实保障。由于独学内化环节在课后

进行，此为隔堂对分；如果将独学内化环节安排

在课堂上进行，则是当堂对分[11]。在实际教学中，

应根据课程知识、课程思政教学的内容及学生实

际情况灵活选择和运用。 

同时，课程采用以“对分易”为中心的“一群两

平台” (QQ 群、对分易平台、高等教育出版社数

字课程云平台 ICC)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图 1)，学生通过教学平台进行在线直播、文献阅

读、教学视频观看、学习效果检测、讨论等学习

活动；教师通过教学平台数据对学生进行过程性

评价，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程、时间投入和学

习效果，及时对学习过程进行价值引领，并根据

问题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有效拓宽了课程

思政教学的时空限制。 

7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实施效果 

基于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反馈表明，课程教

学改革效果显著，学生对“蛋白质与酶工程”的学

习兴趣和时间投入明显增加。课程自 2017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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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平台 
Fig. 1  Teaching platforms. 
 

始探索实施课程思政以来，根据学生在对分易平

台完成的课程问卷调查反馈数据分析 (图 2)，随

着教学改革的推进，学生课外投入学习的时间增

加，56%的学生每周用于课程课后学习的时间超

过 3 小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对“蛋白质与

酶工程”课程的学习兴趣及重视程度较改革前有

所提升。 

此外，在课程期中考试中，设计开放式问题

“作为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你认为学习本专业有

何意义?”以此收集学生对本课程的主观描述性评 

 

 
 
图 2  学生课外投入课程学习的时间 
Fig. 2  The amount of off-class time that the students 
devoted to the course study. 

价，获取学生对专业必要性和学习本专业意义的

评价。结果表明，多数学生认识到生物技术专业

及酶工程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增强了专业自信。学生在试

卷上写道“学习本课程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生物

技术的实际应用，提高同学们对课程的兴趣，增

强了同学们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信心”。“在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上，生物技术应用广泛，无论是生物

能源开发利用还是食品生产等方面都有重要意

义。学习生物技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不再吃不

饱，穿不好，甚至还可以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所以，生物技术意义重大”。“生物技术中有很多

实用有趣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基础，是我们了解自身，了解自然的必然需

要，只有对这些知识有了系统的掌握，我们才能

在大自然中继续发挥我们人类的优势，更加和谐

地进行可持续的发展”。这些个人感悟，可以非常

直观地体现课程思政教学对于学生养成专业认同

感和使命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态文明观方

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8  总结 

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推进需要统筹规划、遵

循育人规律、注重课程开发、探索实施路径，尊

重学生主体性，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并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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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评价策略，在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中让

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力度。以“蛋白质与酶工程”教

学为载体实施课程思政，教师应该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让课程思政教育成为滑进生命的一

丝温润、擦亮思想的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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