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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导向下的高校基础生物化学教学改革研究

【摘     要】 本课程以新农科提出的培养“四个面向”德能才人为目标，以“金课”改革为抓手，坚持“以本为本、以生为本”的理念，通

过“打造精彩课堂、提高兴趣点、提升育人能力”的教学方式，提高课程教书育人教学质量，激发学生想学习、爱学习和会学习，

以达到通过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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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随着“安吉共识”提出新农科建设以面向“新农
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四个面向）开始，各农业院
校就如何培养人才的改革拉开了帷幕。作为云南独具地方特色
的云南农业大学，抓住改革契机，以《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
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为要求，坚持“教书育人、德育先行”与“以
本为本、以生为本”理念相结合，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
以“金课”建设为抓手，优化我校课程设置，实施一流本科课
程“双万计划”，推进新农科教育教学改革，为培养“四个面向”
人才开启了改革的新征程。《基础生物化学》作为云南农业大
学植物生产类的必修专业基础课，首当其冲的进行了教学改革，
课程继承学校“开学养正，耕读至诚”之精神，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将“以生为本”与“四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本分、
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落实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为我校新农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当前我校基础生物化学在新农科人才培养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基础生物化学》是高等农业院校植物生产类专业的主干
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许多农业院校考研科目之一。该课程在
云南农业大学，上承“有机化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植物学”
等基础课，下启“植物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栽培学、
植物保护”等专业课，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中起
着关键承接作用。每年面向“农学、种子、植保、植检、药鉴、
烟草、森保、园艺、园林、园艺 VHL、茶学、茶艺、环科、生
态、设施、草学”等 18 个专业、1000 多本专科生开设该课程，
上好该课程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
《基础生物化学》是从分子层面阐述生命现象化学本质的科学。
内容多、概念多、机制复杂，是一门难教、难学的现代生物学
基础课，多年来存在“学生谈课色变，教师授课艰难”的问题；
加之学院多、专业多、人数多、基础参差不齐（一本二本、理
科文科及专升本），给教师授课带来了许多挑战。如何改革课
程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是该课程在新农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二、新农科导向下的基础生物化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与实践

基于以上问题，课程组老师以“教书育人”为宗旨，以培
养新农科“德能人才”为核心，以课程教学改革为抓手，以“四
个回归”为落脚点，进行“教书”与“育人”有机融合的教学改革。

1.坚持“以本为本”的理念，打造精彩课堂，让学生学起来
“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说明课程是人才培

养的抓手。因此，课程组教师树立“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新
理念，挖掘课程的“高阶性、创新型和挑战度”，与时俱进的
学习“金科”建设的反对和技术，因课制宜的采用“问题导向、
育人授课、过程考试”的教学方法，打造精彩课堂

以问题为导向，让教师强起来――根据新大纲、新要求以
及授课内容和人次培养的要求，将课程要求提炼为“教书育人
三问”（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投放在智慧树上建设
的翻转课堂和 QQ 群中，学生通过电子设备自由的查阅。以此
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激发学习动力，为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和学习能力、启动学习马达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育人授课为方向，让学生学起来――课程组老师吃透新
的教学大纲和使用教材，摸清教情和学情，结合课程的特点、
实践教学内容和科研最新成果，紧紧围绕“培养德能人才”为
核心，采用“三目标（知识、能力、素质）、三归纳（重难点
归纳、衔接点归纳、知识点归纳）、三融合（学科前沿、教学
内容、实践技能融合）”的“三三”教学手段，打造精彩课堂，
吸引学生自愿走入课堂，自觉培养走心学习的好习惯，真正让
教师忙起来、学生学起来。

以过程考试为手段，让效果实起来――利用现代网络信息
技术，通过“互联网 +”建设翻转课堂，将每次授课的知识点、
重点、难点等主要内容，做成测试题，投放在“知到”的试题库中，
通过“学习任务”栏中的考试，进行每章节测试，形成过程式
考试，以检查学生“学”的效果和检验教师 “教”的成效。同时，
通过“智慧树平台”，打造学习自主学习的线上环境，增加学
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能力，
点燃学生自强自信的潜能，启动学生砥砺前行的“马达”，让
学生在“激励鞭策”中学起来。
    通过以上课程教学改革，既融合了传统教学与现代网络的先
进手段，又充分发挥了多媒体教学平台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功能，
使教学更加现代化、兴趣化、和个性化，使教学内容更加系统
化和时代化，使学科知识体系更加信息化和人性化。以此，用
高质量教学吸引学生走入课堂、走入课程、走心学习，达到教
学改革让教师强起来和学生学起来的目的。

2.坚持 “以生为本”的理念，提高课程兴趣点，让学生强
起来
    《基础生物化学》是关于生命的化学，是一门运用化学的理
论和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阐明生命现象化学本质的生物类课
程；该课程既是现代生物学科的基础，又是其发展的前沿。为
能与时俱进的上好本门课程，课程组老师以新农科培培养 “四
个面向”人才为核心，通过生活实例、名人、牛人及学生关注
的热点等为坐标，结合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挖掘“兴趣点、
启迪点、鞭策点”，引导学生将课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生命现象、
热点等联系起来，提出问题和思考总结，并牵引着学生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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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点的基础上，用所学知识、原
理及方法解答问题，以此提高课程兴趣点和启迪点，点燃学生
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想学习、爱学习和会学习的能力。同时，
在老师指导下，鼓励和鞭策学生们积极申报国家、省市、学校
的创新创业项目，启发学生主动探索科学，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
开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之门。

3.以培养“德能人才”为理念，提升教学育人能力，让教
师忙起来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在教学中，教师“以德立教、
以德立学”，遵循“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结合具体的
教学内容，通过介绍与生物化学相关的学科最新研究报道，如
减肥、癌症、记忆等内容，将学科前沿融合在教学中，增加学
生兴趣，拓展学生知识面，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总结、提炼、
延伸”课程内容；同时介绍科研牛人，如屠呦呦、朱有勇院士等，
宣传科学家“潜心钻研、坚韧不拔、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
的科研精神，诱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教授学
生相关知识的同时，老师也能沉心静气的分析隐藏在课程后面
的“眼睛”，通过“课程之眼”，用心搭建“教书与育人”的
桥梁，让每一堂课都能展现教师的良好教风，让每个学生在润
物细无声的教学中“亲其师、信其道”，真正从心底喜欢教师
的“教”和接受教师的“育”，从而激励和引导莘莘学子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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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火焰、启动砥砺前行的梦想。由此，让教师忙起来，让
课程植入学生积极向上、乐观开怀、勤于学习、勇于奋斗、甘
于奉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价值范式，达到课程改革的目的。

三、结语

本课程坚持“新农科的四个面向与以本为本、以生为本”
相结合的教学理念，通过“打造精彩课堂、提高学习兴趣点及
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的教学改革，既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又
达到了教书育人目的，适于推广应用。而新农科人才培养是一
项工程，这项工程的核心是“培养四个面向的德能人才”。 因
此，《基础生物化学》进行的教学改革，仅仅是开始，还需要
课程组教师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育
人素养和业务能力，以及用教师的初心、为人师的爱心、责任
心和敢于担当的决心，开创各自的“独门功夫”，才能倾心倾力、
心静若水的进行“教书和育人”，才能达到课程教学培养新农
科才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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