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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课程，“合成生物学”对生物工程领域创新性人才培养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华中农业大学开设了“合成生物学”课程。首先，以“重基础知识、

抓创新实践、追前沿进展”为理念，通过组建高水平的“合成生物学”教学团队，并不断调整优化课

程内容，形成了新颖合理的课程体系。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将高水平学术期刊及时事热点

新闻报道中有关合成生物学的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中，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再次，以前沿热点案例为切入点，通过以“学”为中心的授课模式，引导学生深入探讨，提高了学

生的思辨思维与创新能力。本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并有效促进了创新型人才培养，在此

与同行交流，以期能为“合成生物学”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新的启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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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nthetic biology, a course with a sound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 wide application range, play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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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bioengineering. To this end, we have set up a 
synthetic biology course in our university. Firs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imparting basic knowledge, 
highlighting innovative practice, and keeping up with cutting-edge progress, we assembled a high-level 
teaching team for synthetic biology. The team constantly adjusted and optimized the course contents and 
achieved a novel and reasonable course system. Second, we introduced frontier cases of synthetic biology 
reported in high-level journals, as well as breaking news in this field in classroom teaching, which enriched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aroused students’ interest. Third, taking these cas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we 
guided students to in-depth discussions through the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mode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i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summary, the course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outcomes and improve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Therefore, we share our work with peer 
teachers, aiming to give new insights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synthetic biology and other related courses. 

Keywords: synthetic biology; course system; teaching mode; case-based teaching 
 

合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与众多学科交叉的

前沿科学领域，为生命科学开创了新的研究模

式，并正在催生新一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合成

生物学旨在以系统化设计及工程化构建为理

念，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设计与构建标准化的元

件、模块和系统，从而改造乃至创建全新的具

有特定生理功能的生物系统[1]。目前，合成生

物学已在疫苗制备、新药研发、绿色制造、能

源生产、环境治理和生物传感等方面展现出了

巨大的应用价值[2-3]。合成生物学的核心内容之

一是构建高效的微生物细胞工厂，将生物基原

料转化为各种终端产品，实现绿色生物制造和

可持续发展，为我国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助力[4]。2018 年和 2021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以合成

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

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 “从认识生

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命、设计生命”。因此，

合成生物学的研究与应用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

层面。近年来，合成生物学飞速发展，新技术

层出不穷，新产品备受瞩目，合成生物学初创

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其产业发展势不

可挡。近年来，合成生物学相关企业越来越多

地受到风投公司的青睐，增长势头迅猛[5]。随

之而来的合成生物学研究进展与产业发展也逐

渐成为社会热点。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聚焦于

“合成生物学”这一明星词汇。 

1  “合成生物学”课程开设的背景 
合成生物学已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相

应的研究与产业已掀起热潮，随之而来的是研

究机构及企业对相关人才的庞大需求。生物工

程类本科生和研究生将成为我国合成生物学发

展的创新主体和中坚力量，大力培养合成生物

学领域的专业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是重中之

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校的生物工程

专业已形成了 4 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即发

酵与酶工程、合成生物生物技术与系统生物工

程、生物资源与环境工程以及作物基因组工程。

我校的生物工程专业更是在 2021 年软科世界

排名中跻身世界第 46 位[6]，显示了不俗的实力。

在此背景下，依托国家重点学科微生物学的浓

厚底蕴[7]以及首批博士点与博士后流动站一级

学科生物工程的雄厚实力[8-9]，我校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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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开设了“合成生物学”课程，其在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制药与生物信息学

等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必将处于桥梁和纽带

地位。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们首先组建了由

多位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其中大部分人为近

年来引进的青年才俊。教学团队充分发挥中年

教师经验丰富、视野开阔的优势，突出青年教

师思维敏锐、勇于探索的特点，坚持老中青结合，

发扬传帮带风尚，积极推动教学团队内涵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其次，我们采取小班 (32人左右

的行政班或自然班) 教学，每个小班由一位教

师独立授课。同时，教学团队定期进行教学研

讨，将学术前沿及研究热点快速转化为教学资

源，以突出课程的先进性和专业性。 
“合成生物学”的先修课程为“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 “基因工程”等。授课

时长为 32 学时，面向三年级本科生与一年级研

究生 2 个层次分别授课，授课内容基本一致，

但研究生的课堂讨论比例更大。“合成生物学”
为生物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程，生物

技术专业本科生的特色课程及生物科学专业本

科生的选修课程；也是生物工程专业 (学术型)
研究生的学科核心课及生物与医药  (专业型) 
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同时还作为全校其

他各专业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年春季与秋季分

别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课，到目前为止，累计

授课 4 轮，修读人数达 880 人。课程实施后，

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增加了学生在国

际、国家及省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中的参与度，

并助力学生在竞赛中获得好成绩。如华中农业

大学 iGEM 团队连续 3 年 (2019–2021 年) 均获

得金奖，2021 年更是跻身全球 Top 10，在含金

量更高的单项奖部分获得了 6 项提名，并斩获

“Best Model”奖项[10]。 

2  “合成生物学”课程体系的构建  
2.1  合成生物学核心授课内容的确立  

我们以“重基础知识、抓创新实践、追前沿

进展”为理念，对“合成生物学”的课程内容体系

进行了构建。通过 4 轮教学，我们不断调整、

优化课程体系，形成了目前的主体框架，即将

“合成生物学”的授课内容分为 9 个章节，系统

地阐述了合成生物学概念、原理、方法及工程

应用 (表 1)。在每一章节中，均分别确定了核

心授课内容 (教学重点) 以及授课时长 (学时

数)。我们根据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动态，围绕每

一章节的核心内容，将前沿领域最新的研究成

果融入课堂 (表 1)。授课前，教师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从高水平杂志、新闻网站、微信公众

号以及社交媒体中及时获取合成生物学的研究

热点，以文字、图片、漫画、动画、音视频、

校园剧、辩论和评论等多种手段汇入教学环节，

提升案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2  基于核心内容的前沿案例的挖掘 
我们精心挖掘前沿进展与热点新闻，并应

用于教学，让“合成生物学”课堂充满活力。作

为一门蓬勃发展的学科，合成生物学涵盖了许

多全球性的热点问题，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既具

备理论意义又富有应用价值的学习资料。我们

在课程中引入高水平杂志与时事热点新闻中报

道的合成生物学案例，以案例为切入点，引出

教学内容，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大胆探讨。

同时借助“长江雨课堂”平台，增加课外扩展内

容和实施在线测试。这些教学方式不仅充分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还加强了师生交流，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第一章绪论中，我们引入多部著名的科

幻影视作品，如《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从

1993 年的第一部《侏罗纪公园》，到 2022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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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章节及核心授课内容 
Table 1  Course chapters and teaching contents 
章节名称 
Chapters 

核心授课内容 
Contents 

学时数 
Class hours 

前沿进展与时事热点新闻 
Corresponding current affairs and breaking 
news 

第一章 合成生物学导论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o 
synthetic biology 

合成生物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内

容与发展历程 
The basic concept, main contents, 
and short history of synthetic 
biology 

2 学时 
2 hours 

视频资源《侏罗纪公园》《生物黑客》；“复
活猛犸象”；可供人体移植的猪器官等[11]  
Video resources: Jurassic Park, Biohackers; 
resurrecting mammoths; pig organs for 
human transplantation[11] 

第二章 合成生物学的原理

及工程化特质 
Chapter 2. Basic principles 
and engineering qualities of 
synthetic biology  

合成生物学的解析思路；生物积

块的标准化、模块化、兼容性、

可控性特质 
Decoupling and extraction of 
synthetic biology; 
standardization, modularity, 
compati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qualities of biobricks 

2 学时 
2 hours 

知乎网站视频“合成生物学：细胞的工程化

改造” 
Videos on Zhihu website “synthetic biology: 
engineering of cells” 

第三章 合成生物学元件及

途径的挖掘 
Chapter 3. Mining synthetic 
biological parts and 
manipulating biosynthetic 
pathways 

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

组等组学数据分析及功能基因

挖掘、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析 
Genomic, transcriptomic, 
proteomic and metabolomic data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gene 
min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analysis 

2 学时 
2 hours 

纳米孔测序技术[12]；基于合成生物学策略

的酶蛋白元件规模化挖掘[13] 
Nanopore sequencing technology[12]; 
scalable mining of proteins for biocatalysis 
via synthetic biology[13] 

第四章 合成生物系统的层

级化结构 
Chapter 4.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ynthetic 
biological systems 

合成生物系统的元件、装置及 
系统 
Biological parts, devices, and 
systems for synthetic biological 
systems 

4 学时 
4 hours 

合成生物学装置的设计与构建[14]；人工基

因元件的合成生理学研究进展[15]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ynthetic 
device[14]; advances in synthetic physiology 
of artificial genetic parts[15] 

第五章 合成生物系统的基

因线路 
Chapter 5. Synthetic genetic 
circuits 

合成生物系统的逻辑拓扑结构；

基因线路的设计思路 
Topology of synthetic biological 
system; genetic circuit design  

4 学时 
4 hours 

iGEM 竞赛作品中有关基因线路设计的案

例[16-18] 
Examples of genetic circuit design in 
iGEM[16-18] 

第六章 合成生物学中的使

能技术 
Chapter 6. Enabling 
techniques in synthetic 
biology 

高效基因编辑、DNA 合成与组

装、体外体内定向进化等技术 
High efficiency gene editing, 
DNA synthesis, directed 
evolution 

6 学时 
6 hours 

酶的定向进化技术[19]；基于 CRISPR/Cas9
的基因编辑技术[20]；文特尔的人造生命[21]，

“复活猛犸象”计划等 
Directed evolution[19]; CRISPR/Cas9 gene 
editing technique[20]; creation of artificial 
life[21], resurrecting mammoths plan 

第七章 合成生物系统的调

控与优化 
Chapter 7. Design and 
optimizing of biosynthetic 
pathway 

代谢网络的优化、代谢途径的动

态调控、人工生物支架系统 
Optimization of metabolic 
pathway, dynamic regulation, 
artificial biological scaffold 
system 

6 学时 
6 hours 

David Liu (刘如谦) PACE 系统相关的视频

与新闻等[22] 
Videos and news related to phage-assisted 
continuous evolution (PACE) system which 
was created by David Liu[22]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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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章节名称 
Chapters 

核心授课内容 
Contents 

学时数 
Class hours 

前沿进展与时事热点新闻 
Corresponding current affairs and breaking 
news 

第八章 合成生物学的应用 
Chapter 8.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biology 

在人类健康、工业生产、生物制

药、环境治理等方面合成生物系

统的应用 
Applications in healthcare, 
industrial processes, 
biopharmaceuticals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4 学时 
4 hours 

人工合成淀粉[23]；mRNA 疫苗[24]；合成生

物学在医药领域的应用[25-28] 
Conversion of CO2 into starch[23]; mRNA 
vaccine[24]; synthetic biology in 
medicine[25-28] 

第九章 合成生物学的战略

地位与发展前景 
Chapter 9. Prospects of 
synthetic biology 

合成生物学的全球投资布局、经

济效益、研究热点以及安全与伦

理问题 
Global investment layout, 
economic benefits, research 
breakthrough, safety and ethics of 
synthetic biology 

2 学时 
2 hours 

合成生物学相关的产业项目、技术突破及

前景预测[29]；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引发的伦理问题[30]  
Industrial projects,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and prospect prediction of 
synthetic biology[29]; ethical problems 
caused by human embryo gene-editing 
infants[30] 

 
《侏罗纪世界 3》前后共拍摄了 6 部，描述的

是科学家利用凝结在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的

恐龙血液提取出恐龙的基因组，复活了恐龙；

然而，由于管理漏洞或人为破坏，恐龙失去控

制侵袭人类，造成巨大损失的系列恐怖事件。

2020 年出品的德国电视剧《生物黑客第一季》

则展现了很多被工程化改造的有趣生物：可以

产生音乐的植物、发荧光的大麻、被基因编辑

的蚊子等。2020 年，哈佛大学科学家成功开发

了可供人体移植的猪器官[11]；2021 年，哈佛大

学研究人员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冒险计划“复活

猛犸象”[31]。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科学

幻想，现在似乎都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正

是因为一门新兴学科——合成生物学的出现。

这些视觉与听觉的冲击以及作品中展示出的丰

富的想象力充分地激发了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 
在第五章合成生物学元件与途径的挖掘

中，我们讲到了多种测序技术用于元件与目的途

径的挖掘。在授课过程中，2021 年 11 月 4 日

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了荷兰代尔夫特工业大学

Cees Dekker 教授首次使用纳米孔测序技术

(nanopore sequencing)，以单氨基酸的分辨率，

对蛋白质序列进行了直接读取[32]。我们在课前

通过 QQ 群将该新闻推送给学生，引导学生课

前阅读相关资料；在课堂中及时更新课件，对

纳米孔测序技术进行了介绍，并与学生共同探

讨了纳米孔测序技术的优缺点及其发展趋势，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 
在第六章合成生物学中的使能技术中则重

点介绍了基于 CRISPR/Cas9 的基因编辑技术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20]，弗朗西丝·阿诺德

(Frances H. Arnold) 实验室推出的酶的体外定

向进化技术 (2018 年诺贝尔化学奖)[19]，以及以

刘如谦 (David Liu) 实验室发明的噬菌体辅助

连续进化 (phage-assisted continuous evolution, 
PACE) 为代表的体内定向进化技术[22]。这些发

现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生物学科的发展，也改变

了人类生活。我们将获奖的内容及其幕后故事

通过课前推送、课中探讨和课后作业的方式进

行强化，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学科前沿知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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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他们对科研的兴趣。 

3  “合成生物学”授课模式的革新 
3.1  以“学”为中心授课模式的探索 

在“合成生物学”课堂上，我们尝试了教学

方式的革新，探索了以“学”为中心的授课模式。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利于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如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我们力争弱化教师“教”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

“学”的中心地位，这样更能调动学生“学”的主

动性。 
我们针对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设计，突

出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我们选取了“长江

雨课堂”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其网络授课、在线

测试、弹幕公告等功能方便了课前预习、课堂

教学、课堂练习、课后巩固等环节。虽然本课

程教学资源十分丰富，鉴于学时所限，课堂上

不能详细讲述案例所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因此，

教师选取案例相关的新闻报道、视频、音频、

图片等资源以预习资料的形式上传至课件库。

通过“长江雨课堂”的互动功能，能够及时检查

学生预习的情况，并通过投票或者学生在线留

言的方式选取学生感兴趣的案例进行深入讲

解。在教学的过程中，充分利用“长江雨课堂”
弹幕功能让学生提问并实现师生互动。课后，

教师利用“长江雨课堂”的@功能、留言板功能、

群发公告功能对学生课堂讨论进行推送式点

评，学生将疑难问题、学习心得进行反馈，最

后教师通过在线批阅、思维导图、点评归纳等

方式帮助学生解惑。 

3.2  以“学”为中心实施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以第六章合成生物学中的使能技术中针对

DNA 的合成与组装专题为例。此章节中以人造

生命为代表的 DNA 合成与组装技术为核心授

课内容之一。针对此内容，我们探索了核心内

容主题讲授和课堂讨论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具

体实施过程是将本课程分为 2 个部分：第一部

分由教师讲授课程核心内容，第二部分就“复活

猛犸象”热点事件进行讨论。  
课程核心内容主要讲授 DNA 的合成技术、

组装技术，以及以克莱格·文特尔 (John Craig 
Venter) 的人造生命体 (Synthia，译成“辛西娅”)
为例，讲授合成生命的具体过程。课程结束后，

教师根据核心内容确定研讨主题，以 2021 年  
9 月的重磅新闻“基因编辑先驱疯狂计划：6 年

内‘复活猛犸象’，用 CRISPR 给地球降温”作为

研讨主题[31]，学生课后准备，进行下一次课程

的研讨。在研讨课中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了哈

佛大学医学院的著名科学家乔治·丘奇 (George 
Church) “复活猛犸象”的具体内容。 

在研讨过程中，教师设置一系列问题，比

如在众多已灭绝的物种中，为什么选择猛犸象

来复原？如何获取猛犸象的 DNA？学生们通

过查阅资料得知，早在 1997 年，科学家就在西

伯利亚冻土中挖掘到了猛犸象冰冻的皮肤与肌

肉组织。但是由于这些组织的细胞核多半被冰

晶破坏，基因组不完整，无法直接利用。直到

2013 年，国际科研团队在俄罗斯萨哈共和国的

永久冻土区发现一具已经冰冻了约 2.8 万年的

完好的猛犸象遗骸，并获取到相对完整的基因

组[33-34]。2017 年 2 月，中国华大基因研究院宣

布获得了猛犸象的全基因组[35]。教师提问：“至
此，猛犸象成功复活了吗？”显然并没有成功，

教师继续提问：“获得猛犸象完整的基因组序列

之后，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才可以真正得到复

活的猛犸象？”以此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开展激

烈的讨论。结合课堂讨论以及查阅的资料，学

生得知除了获得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外，科学家

们遇到的第二道坎是细胞核移植技术难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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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把猛犸象的细胞核移植到血缘关系最近亲

的亚洲象卵细胞中。除此之外，第三个难题是

需要为猛犸象找到合适的代孕母亲，将猛犸象

胚胎在代孕母亲子宫内着床、发育成熟直至顺

利生产猛犸象。2019 年，日本近畿大学入谷明

(Akira Iritani) 教授等组成的科研团队已将来

自于猛犸象遗骸中的细胞核成功植入小鼠的卵

细胞中，然而相关卵细胞并没有进一步分裂，

与真正实现猛犸象的复活还有千里之遥[36]。针

对 2021 年乔治·丘奇“复活猛犸象”的新闻，教

师提问：“既然日本科学家没有实现‘复活猛犸

象’，是什么促使投资者们选择乔治·丘奇来继续

这个工作？他有什么绝招？”经过讨论，学生们

得知，该公司的目标并不是从零开始复原猛犸

象，而是以猛犸象的基因组为蓝图对亚洲象进

行基因编辑。准确地说是制造出一头具有猛犸

象特征的基因编辑的亚洲象。乔治·丘奇是基因

编辑的先驱，曾对猪做过类似的基因操作，进

行了 42 次基因编辑后，这些猪的部分器官能够

用于人类器官移植[37]。经过分析，科学家认为

仅需要对亚洲象的 60 多个基因进行编辑就可

以实现猛犸象的复活。因此，投资者认为乔

治·丘奇能够胜任此工作。最后，教师进行课堂

总结，通过比较人造生命“辛西娅”与“复活猛犸

象”在技术流程上的异同点，以及日本与美国科

学家为了达到“复活猛犸象”而采用的不同策

略，鼓励同学们追求大胆猜想、小心求证的科

学精神。 

3.3  课程考核方式及教学效果  
为了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本课程采用平

时考查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考

查由考勤 (5%)、案例讲解及课堂讨论 (30%)、
课后作业 (15%) 组成。案例讲解及课堂讨论由

3−4 位学生组成学习小组，课前阅读教师推送

的文献、新闻报道或视频，制作成 PPT，在课

堂上准确讲述核心内容 (10 min 内)，由授课教

师与博士研究生助教进行点评、提问 (10 min)，
并根据讲述与回答问题表现综合评分。在每  
一章节讲授结束后，教师与助教要批改点评学

生纸质版的课后作业，这部分占总成绩的 15%。

期末考试为开卷考试 (50%)，全面考查学生的

学习情况、综合能力及创新能力，题型包括填

空、单选、多选、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等。为了考查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论

述题中设置了探究性、设计性、综合性的考题。

成绩结果显示  (图 1)，68.4%的同学成绩在

70−90 分之间，12.1%的同学获得了高于 90 分的

分数，大部分同学可以较好地掌握课程的内容。 
同时，为了解同学们对课程的满意度，我

们对生物工程专业三年级本科生以及生物与医

药专业一年级硕士生进行了教学效果的问卷调

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560 份，高达 94.5%的学生

对教学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97.1%的同学明

确表示案例教学很重要，培养了自己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89.5%的学生认为

本课程有利于提高自身对专业的兴趣。95.0%的 

 

 
 
图 1  课堂成绩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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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认为本课程有助于培养自身的科研能力 
(表 2)。学生普遍认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促进

了科研思维，培养了创新能力。同学们通过留言

板反馈认为，本课程的学习不仅提高了对专业

前沿知识的理解，而且促进了自身主动探究学

术问题、文献调研及实验设计的能力，极大地

提高了其创新能力。 

4  总结与展望 
合成生物学属于新兴交叉类前沿学科，涉

猎面广、内容丰富、专业性强。在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制药与生物信息学

等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处于桥梁和纽带地

位。合成生物学学科的特点对授课教师的教学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

战在于要及时转变固有观念，学习新的知识，

革新教学方式；机遇则在于课程的改革也能给

教师带来更多的新思路与新观念。我们通过教

学实践，不断调整优化课程内容，形成了新颖

合理的内容体系。鉴于“合成生物学”课程资源

十分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丰富

的教学资源，将高水平杂志与时事热点新闻中报

道的合成生物学案例引入课堂讲授中，不断更新

教学内容，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授 

 
表 2  课堂教学满意度调查 
Table 2  Satisfaction on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调查内容 
Investigation content 

百分比 
Percentage (%) 

课程教学整体效果满意度 
Satisfaction on the overall effect 

94.5 

对案例教学的满意度 
Satisfaction on case teaching 

97.1 

对专业性的满意度 
Satisfaction on specialization 

89.5 

对科研能力培养的满意度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95.0 

课模式方面，我们以案例为切入点，通过以“学”
为中心，引导学生深入探讨，让“合成生物学”
课堂充满了活力。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的学

习兴趣非常高，归纳总结、自主思考能力也得

到了提升。综上所述，我们实施的基于前沿热

点案例的合成生物学教学有效地促进了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 
然而，合成生物学在促进医药发展，维护

人类健康；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治

理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带来巨大社

会效益的同时，其风险也不容忽视，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带来的伦理风险和负面影响

无法估量。因而要在课堂上加强伦理教育。同

时，我们也要在课堂上强调我国合成生物学的

重要贡献，比如，酵母人工染色体的合成、人

造单染色体酵母、人类干细胞基因编辑以及二

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等，以增强当代学生

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具有爱国情怀

的高素质人才。因而，伦理教育与课程思政是

合成生物学教学需要加强的两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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