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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思考
——以“蛋白质化学”为例

杨新河，唐忠盛，许文婕，吕帮玉，杨　森*

（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阳江 529500）

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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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是食品类专业开

设最早和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具有知识点多、难度大、难教难学等特点，因而其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对食品

类专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尤为重要。本文以《食品生物化学》中“蛋白质化学”为例，从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

的意识和能力、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精心设计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和双维度评价课程思政的教学效

果等方面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以期为提高《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水平，更好地落实“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提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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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a strategic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n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for  cultivating  people".  Food  biochemistry  with  many  knowledge
points,  high difficulty,  and difficulty  for  teaching as  well  as  learning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most  important  specialize
basic course for food major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a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food biochemistry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virtue and ability for food majors. Taking protein chemist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arries  on  in-depth  thought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nstru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teachers'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xcavating  teaching  cas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arefully desig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bidimensional  evaluat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level  of  food  biochemistry  and
better implementing the trinity education concept of "value shap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knowledge imp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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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以课程为载体，以各学科知识所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为切入点，以课堂实施为基本

途径的育人实践活动[1]。其中，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

中融入思政元素，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是当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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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论述[2−4]，2020年

5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明确提出，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

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

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

格局[5]。

《食品生物化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

与安全和食品营养与健康等食品类专业开设最早和

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食品生物化学》教材

力求全面、系统、简明地介绍生物化学的基础理论和

知识，兼顾与食品的关系，其基本概念论述既紧紧扣

住生物化学的基本内容，又力求反映生物化学研究新

成果、新手段、新方法等进展，以达到拓宽基础、开

阔视野、加强对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能力培养的目

的[6]。然而《食品生物化学》存在课程内容多、教学课

时有限、多数学生化学基础弱等问题，学生课堂学习

几乎不能全面掌握课程内容，而课后也几乎不能从枯

燥抽象的教材中准确把握重难点，导致学生学习缺乏

兴趣、学习主动性不强和学习效果差[7−10]。此外，《食

品生物化学》同高校其它课程一样，在课程思政建设

过程中存在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认知不够、课程思政

元素的挖掘不够充分、课堂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及考

核评价制度缺失等相关问题亟待解决[11]。由上可知，

《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对培养德才兼备

的食品类专业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但该课程具有知识

点多、难度大、难教难学等特点，其课程思政难得到

理想的教学效果。

如何通过《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来提高

其教学效果？基于蛋白质是生物体内最重要的一类

生命大分子，是细胞的主要成分，“蛋白质化学”一章

是《食品生物化学》课程中“生物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篇的重点，也是该课程大多数教材的第一章，因而在

“蛋白质化学”的教学中探索融入思政元素对该课程

思政建设能起到引领作用。本文以《食品生物化学》

中“蛋白质化学”为例，结合作者的该课程思政教学

经历，从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精心设计思政元素融入

课堂教学和双维度评价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等方面

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以期为《食品生物

化学》课程教学更好地落实“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提供经验和借鉴。 

1　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教师是立德树人和推进思政课程建设的主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教师对学生

肩负着传授文化知识和塑造道德品质的双重任务。

而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树人意识和育人能力

影响着其任教课程思政的效果。因此，课程思政要充

分发挥好教师实施主体的作用，应坚持“教育者先受

教育”的原则，不断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

能力。 

1.1　依托教育教学平台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活动

依托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师培联盟等教育教学

平台，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及职业素养等专题的学习培训，以及

组织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典型经验交流、现场教学

观摩、课程思政教学技能比赛等活动。通过利用教

育教学平台组织思政建设活动，不仅能强化教师多角

度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提高育人意识，在教学

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导；而且能让教师学习到

课程思政方法，提高育人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将民族

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展开分析并与课程

教学内容有机融合；另外可以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促使教师树立“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良好形象，关

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以认真负责、踏实努力、高尚品

德的人格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产生积极影响。 

1.2　加强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研活动

课程教学团队开展思政教学研讨会，以《食品生

物化学》教材为载体，凝练出该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

包括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专业认同

感、法律意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维度；深入挖

掘课程的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触点”和“融点”；编

写该课程思政案例库，然后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将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各环节，实现课程育人目标的

同时推动教学卓越。此外，课程教学团队负责人通过

微信群发送包括“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规划、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标准与法规、产

品质量法、生物化学发展史、大食物观等相关内容，

通过团队成员分散学习与集中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来

不断拓宽教师在《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思政方面的知

识广度和深度。 

2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
课程是思政的重要载体，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融

入思政元素，才能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每门课程都

蕴藏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推行课程思政的关键取决于

是否能科学有效地挖掘每门课程思政元素及其教学

案例。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挖掘《食品生物

化学》课程中“蛋白质化学”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以

期为其它章节课程思政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2.1　科学家故事

通过收集和整理生物化学发展史的文献资料，

将我国生物化学领域著名科学家的科研历程及其学

术成果作为思政元素的重要案例，润物无声地融入到

《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教学，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钻

研精神、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引导学生厚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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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情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蛋

白质的一级结构和空间结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介

绍我国科学家在 1965年“一穷二白”的时代背景下，

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具有全部生物活性的结晶胰

岛素，这一杰出的重大成就标志着人类在揭开生命奥

秘的伟大历程中迈进了一大步，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

影响[12]；1974年我国科学家率先成功解析了胰岛素

晶体三维结构，中国成为了当时亚洲第一个、国际上

少数成功解析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的国家，在国内外

又一次产生了重要影响 [13]。另一方面，介绍进入

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国家蛋白质科学

研究设施”如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站和冷冻电子显微镜

更好地满足了蛋白质三维结构的研究[13−14]，以施一公

为代表的科学家取得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如在世界上

首次揭示老年痴呆症致病蛋白精细三维结构、新冠

病毒细胞受体 ACE2的完整空间结构和次要剪接体

高分辨率三维结构等，这些成果表明，我国对蛋白质

结构的研究已经在前赴后继的爱国主义科学家的努

力下进入国际前沿[15−17]，同时能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科

学家在与新冠病毒的战斗中展现出的中国力量和中

国担当。又如在讲授“蛋白质的变性作用与复性”知

识点时，可以引入蛋白质变性学说的首创者—我国著

名生物化学家吴宪教授的故事[18]。总而言之，这些标

志性的科学成就均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精神”，

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爱国

之情，也能增加课堂教学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

效果。 

2.2　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以节日、古文、古诗等多种形式为

载体，其思想深邃圆融，内容广博，高扬道德，为国人

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及精神归宿。其中，有些

成语、诗词等可以形象地反映相关的生物化学知识

点，在《食品生物化学》教学中有效融入这些传统文

化，能够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并渗透和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如讲授“蛋白质的空间构象与功能的关系”时，

为了阐明蛋白质的高级结构的一点异常的变化引起

生物体功能的丧失，以“疯牛病”为例，其致病原因是

动物的一种蛋白质的空间折叠变化引起的，即正常

的 α-螺旋结构的蛋白质（prion protein cellular，PrP
C）变成折叠异常、具有感染性的 β-折叠结构的蛋白

质（prion protein scrapie，PrP Sc）—朊病毒，人类食用

被朊病毒感染的畜肉也会发生相应的感染[19−20]。实

际上 PrP C和 PrP Sc二者的结构差异表现为分别有

较大比例的 α-螺旋结构和 β-折叠结构，在 PrP Sc增
殖过程中 PrP C与 PrP Sc相遇时，PrP C的部分 α-
螺旋结构受 PrP Sc诱导变为 β-折叠结构，从而使

PrP C转变为 PrP Sc。教师采用图片展示、动画演示

等教学手段简要讲解朊病毒的增殖过程，最后引用成

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总

结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不过教师应引导学生更崇尚

“出淤泥而不染”。因此，教师结合优美的诗词讲授

生物化学知识，让学生感受到传统诗词之美的同时，

陶冶高尚的品格，提升学生对《食品生物化学》的学

习效果。 

2.3　社会热点事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社会良

好健康发展的第一要务。近些年国家监管食品越来

越严格，但总是有黑心商家因蝇头小利而引发食品安

全事件。另外，社会上存在食品的某些传闻和广告误

导大众的现象。教师通过收集与《食品生物化学》内

容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剖析其对学生品德教育具有

积极引导意义的内含和融入点。如讲授“蛋白质的

元素组成”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样品来源如何，其蛋

白质中氮含量的平均值约 16%。2008年底由“三聚

氰胺”引发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三鹿奶粉“三聚氰

胺”事件导致“大头娃娃”的悲剧案例，波及范围广、

性质严重，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通过图片展示“三

聚氰胺”结构及其含氮量 66.7%，并回顾“三聚氰胺”

事件，从生命健康角度向学生阐释食品安全的重要意

义，教育引导学生遵纪守法和诚实守信，坚守道德底

线，践行职业道德，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大局意识，

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讲解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氨基酸的分类

时，从营养学上将参与蛋白质组成的 20种基本氨基

酸分为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和半必需氨基酸，

因而不同来源的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会有所不同，很自

然引入“割鳍弃鲨”热点事件－社会上广为流传鱼翅

营养价值很高的谣言导致鱼翅需求量很大，造成每年

大量的鲨鱼被捕获并被割掉鱼鳍死掉。实事上鱼翅

主要营养成分胶原蛋白量还不及肉皮、猪蹄及软骨

等食物[21]，另外鱼翅胶原蛋白属于不完全蛋白质，人

体对其吸收率很低且难以消化[22−23]。从某种意义上

讲，鱼翅营养价值甚至还比不上猪肉、牛肉。因此，

通过融入与食品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能引导学生运

用所学《食品生物化学》知识科学解读生活中的某些

传闻和广告，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的

能力，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

思维，传播正能量的精神。 

2.4　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食品生物化学》与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常遇到《食品生物化学》的相关内容与生产生活的

完美结合中蕴含着思政元素。如讲授蛋白质重金属

盐沉淀反应有何实际应用，可以介绍轻微的重金属中

毒时，大量口服牛奶使生成不溶性沉淀而减少重金属

离子的吸收来防止体内进一步出现中毒症状，随即通

过设置误食重金属污染的食物中毒的机理及口服牛

奶能减少中毒症状的机理等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培养

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又如根据精酿啤酒的生产中

麦汁煮沸过程涉及到蛋白质等电点沉淀、蛋白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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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知识点，布置作业要求学生查阅资料了解精酿啤

酒过程中麦汁煮沸目的及其所运用到蛋白质的性

质。此外，教师可以课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进一步收

集《食品生物化学》在日常及工业应用中的案例，以

此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树立正确的专业认同感以及培

养学生科学素养与兴趣。 

3　精心设计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主渠道。如何创新《食

品生物化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形式，达到课堂教学寓

道于教、寓德于教的效果，也是教师面临的挑战和需

要不断思考的问题。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说过：教学

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也就是要求教师应当不断

研究与创新课程教学，精心设计课程教学方案，将思

政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自然地融入到课堂教学。 

3.1　做好“课程思政”教学各环节设计

立足于《食品生物化学》课程知识点，提炼其所

隐含的思政元素并精选思政案例，通过设计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教学环节，将

“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者有机融为一

体；通过课前预习、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等环节传递

课程知识点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实现立德树人贯穿

教学的全过程；通过课程教学方案的实施，有效地调

动学生积极学习《食品生物化学》来获取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同时，不断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做到课程教学

目标与思政目标的同向同行，实现课程育人的总目

标。如“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一节，其教学目标要

求学生理解蛋白质一级结构、空间构象与功能关系，

从分子水平上认识生命现象；思政目标设计思路是讲

授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时，引出融合了我国科学家

勇于探索创新、刻苦钻研、精诚团结的科学精神、热

爱祖国的高尚情操、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等多重思

政元素的胰岛素人工合成案例；教学方法设计思路是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课前预习，课中采用启发式

教学、互动式交流讨论等相结合来巧妙地融入思政

元素，课后让学生查阅我国科学家在胰岛素人工合成

及其结构与功能研究历程及成就和当前蛋白质结构

解析的研究进展，并写出真实感受。 

3.2　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和信息技术手段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相互

配合使用，不仅可增加课堂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热情、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授专业知

识，提升学生专业认同感，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

品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国家、社会培养德

才兼备的人才。例如“蛋白质结构与功能”教学首先

通过短视频播放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接着提问胰

岛素结构是什么？胰岛素功能是什么？其结构与功

能关系是什么？该过程就灵活运用了短视频、启发

式提问、交流讨论等方法来导入教学内容“蛋白质结

构与功能”，然后通过智慧教室课堂互动功能引出人

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科学故事，并进一步以耳熟能详

的相关病如“老年痴呆症”为切入点，设置问题激发

学生思考相关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始终体现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抓住了学生注意力的

同时，引导学生意识到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学术

领域尚有一系列难题、谜团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开，从

而激发学生刻苦学习、攻坚克难的意识及培养学生

的专业责任感与使命感。

此外，课外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包括超星学

习通、中国大学 MOOC网络资源、食品相关公众号

等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鼓励学生多听取食品

行业知名学者、企业家的线上学术报告来丰富专业

知识，从而实现课内与课外结合、线上与线下混合的

教学模式，有效解决教学课时压缩且教学内容不缩水

的同时融入思政元素的问题，达到高质量教学效果。 

4　双维度评价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课程思政旨在贯彻落实“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因此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评价应包括德育水平、能

力水平和知识水平方面的指标。然而，课程思政教学

的评价与反馈机制仍欠完善，学生德育水平的指标不

宜于量化考核。为了能及时发挥课程思政教育评价

指挥棒作用，建议从学生层面和教师层面双维度评价

《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学

生是课程思政最直接的学习者、感受者和获益者，学

生层面的评价应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的重点，

通过微信、面对面的实时聊天、问卷调查、学生评教

评语等多种方式来获得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

反馈，并结合学生阶段性课堂抬头率、活跃度表现、

作业完成质量、学习报告展示、涵盖“思政”内容的考

试等方面的情况，从整体上分析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

中是否有效获取了《食品生物化学》知识、提高了综

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及思想道德修养水平。另一方面，

基于学校制定的课程思政评价标准指标体系[24−30]，教

师层面通过课程团队成员互相听课、教学研讨交流

会及教学督导随机听课等方式评价课程思政的教学

效果并提出改进建议。总的来说，通过有的放矢吸纳

学生和教师评价反馈的建议并逐步完善到课程教学

过程，持续反馈和改善的循环过程中优化《食品生物

化学》课程思政教育，更好地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

提升。 

5　结论
教师不仅是课堂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学生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人，应该将教书育人理念

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致力于探索提升学生的精神境

界和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培养学生成为品质高尚的

有用之才。通过不断增强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

力，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精心设计思

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合理吸纳双维度评价课程思政

教学效果的反馈建议等举措，提升了教书育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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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教写到“老师学识渊博，课堂内容充实，简单

明了，学生受益匪浅，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科

学文化知识，更有学习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也体会到

了学习的乐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懂得了科学探

索的艰辛。”；“如果我能够高高飞翔，感谢您给了我

一双有力的翅膀；在您期待的目光中，我如沐春风。

谢谢您我的老师！”；“老师对待教学认真负责，语言

生动，条理清晰，举例充分恰当，对待学生严格要求，

能够鼓励学生踊跃发言，使课堂气氛比较积极热烈，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等评语充

分体现了《食品生物化学》课程贯彻落实了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为了能更好地贯彻

落实“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

教学目标，笔者经过深入思考提出了《食品生物化

学》课程思政建设的上述见解。

为了切实提升《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感染

力、吸引力和实效性，帮助学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后续应结合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振

兴战略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新时代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切实需要、新工科背景下食品类相关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学生学情等进一步深化《食品生物

化学》课程思政建设。另外，在积极推进“互联网+教
育”建设，促进“教”和“学”全面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如何合理有效整合新时代信息技术手段、智慧化

教学工具和精品资源共享课教学资源，探索出“价值

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者融为一体的课程思

政教学新模式，也是《食品生物化学》任课教师在教

学中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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