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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化学知识的学习，是大学生在生命科学课程学习中的必修课程之一。生物化学知识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枯燥性，对大学生们来

说学习这门科目，是一项比较困难的事情。因此，在当前的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理念基础下，怎样提升学生们的学习效率是我们所要去思考

的问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高校生物化学教学中应用多元化教学方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案例教学、翻转课堂、“三位一体”、学术

辩论赛为例的教学创新模式措施，希望能够借此促进高校生物化学教学的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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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后期，全世界在生命科学的众多方向都有了重大进

步，我们越来越重视生命与健康问题，加大分析和研究生命机制及

其本质的运行规律，生命科学快速成为新世纪人类的核研究领域。

生命本身是一个纷繁杂乱的进程，需要研究其互相联系与生化反应

规律，所以一般把生物化学学科看成生命科学研究的根本和核心，

各学科间互相交流综合应用形成神马科学的研究语言和体系。 

一、 案例教学 
在生物化学的学科上，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学生必须要有一定

的数理科学基础与思维。学生学习和理解抽象理论讲解、公式证明、

繁杂的生化链路与变化的时候，常常觉得枯燥和烦躁，很难静心领

悟和学习理论，更难把这些理论进行举一反三的灵活与综合应用。

所以，需要教师在讲授上把简单而经典的科学与实际案例应用于理

论讲授上，加大学生对生命科学的兴趣与积极性，增强学生的主动

性，实现提升生命理论教学效果的作用。比如，讲解红蛋白的氧气

输送调节理论的时候，教师可以采用地中海镰刀贫血症的病理作为

事例进行教学，让学生在酶调控理论上具有形象和生动的学习过

程。采用这样的实际生命案例教学，不但可以呈现酶学的重要作用，

同时还能够深入而简单地理解酶学机理，把生命的抽象理论机制变

成具体形象的学习过程。 

二、 翻转课堂 
为了培养学生在生命科学的整体创新能力，可以实施完全的课

堂翻转式教学策略：也就是老师与助教人员的共同努力，再根据讲

授内容与目前的生命学科研究重点，制定一些列经典的讲授课题。

采取学生自由组队，经过抽签方式选取小组的演讲课题。在上课以

前，由学生查找学习有关资料和信息，预备授课内容（例如讲授

PPT、对话互动与演示等各类方式），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解和演示。

同时，所有学生都能够对讲授的生命课题内容提问和研讨交流，再

由教学人员实施答疑与总结，并深化到生命课题的重点教学目标

上，然后给讲授的学生做出评价与鼓励，甚至采取奖励措施。这样

的完全翻转教学方法，可以更容易让学生学习生命科学知识，以及

把握前言的生命学科研究重点，达到完成化学生物基本理论的学

习，规避死记生命理论的错误方法，使其在听故事的过程学习，牢

固掌握生命理论基础。比如当前流行的基因学科 CRIS 技术与二甲

双胍应用理论、线粒体的替换疗法和前言的酶定向进化理论等生命

科学。密切联系课本知识、整合前沿应用技术的课题彻底呈现出化

学生物综合交叉的特点来讲授生命科学。 

三、 “三位一体”教学 
这里的三位一体是指创建老师、辅教人员与学生整合构成的教

学方法。辅教人员可以在挑选高年级中对本课程学习优异的学生，

还可以实习生与新任教师，可以多人组队，配置预备人员，形成多

人构成可以传递的梯级队伍，发挥出学生学习生命学科的优秀经验

帮助更多学生，组织各种方式的辅导与讨论活动，对学生学习达到

保驾促进作用。研究生具有较繁重的研发工作，选择本科高年级生

命科学学生做辅教人员能够有更多时间参于学生活动；而且能够产

生同级别学生没障碍的融合相处，实施线下辅导的教学方式，保障

课堂授课的高效率。这对比传统方式下辅教人员只参加改作业答疑

等更加全面，同时老师还给予辅教人员更多工作。这样的教学方式

下，在本人所负责的生命科学科目上得到大量学生喜爱。另外，对

辅教人员来看，其参与进来不但沟通了师生关系，还完全参加到理

论教学，自己对本科目学习更深刻。其中很多辅教人员表示再修该

课程的模式使得其对生命科学有更深刻掌握，也更能体会生命学的

教学方法。所以，采取“三位一体”方式可以达到实施老师、辅教

人员与学生都有收获，极大提升生命学科教学质量和效率。 

四、学术辩论赛 
生命科学课的教授理论多而繁杂，其知识点抽象深奥，太多的

学生很难把学习内容互相整合融会提升。而常规教学模式是讲授老

师把课程知识串联来讲，以及让学生独立整理与总结，还有的制作

逻辑学习图等模式。这类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习的系统

性，可是在实践上还是很难最大的激发学生对生命学科的积极性。

把辩论赛等导入到生命科学课堂，把各次活动分成两场，组成生命

科学课题的正方和反方，实施生命科辩论研讨。课题采取老师与辅

教人员共同制定，针对该生命课题由辩论双方充分准备内容和参与

人员，在该队的课题观点上查找研究相关生命科学信息，队友充分

交流，并组织分工，同时选择支持该方观点的材料来证明和驳斥反

方，同时做好生命科学知识点的预备内容达到灵活应对。其课题要

紧密联系生命科学的教学目标，再结合社会实际。该模式得到学生

的强烈反应与欢迎，这种针对生命科学的教学方法也形成了本课程

的教学体系。采用该方式，使得学生对生命学科也有了系统全面的

学习。 

结束语 

多元化教学模式是提升学生高校生物化学学习效率的重要途

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们在学习中强化自身综合素养、自主学习能

力。而我们作为高校的生物化学学科的教师，就是要在日常的教学

中，积极研究多元化教学方式的实施方法，针对高校学生的实际学

习情况，来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借此有效提升课堂上的

教学效果。本文以笔者教学中的实际经验为例，希望能够为广大同

仁提供良好地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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