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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世界，生物科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都发展迅速，

很多世界知名的期刊杂志都在不断的刊登生物科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那么这些尖端的科学研究能成为中学生物教学当中带来哪些

启示呢？

1　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2014 年 6 月 5 日，《自然》杂志刊登了我国科学家的研究

成果-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I的晶体结构，在当今国内甚至

是世界上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1977 年，人类第一次从红细胞

中分离出转运葡萄糖蛋白质GLUTI，1985 年，人类葡萄糖转运

蛋白的基因序列被鉴定，氨基酸序列被确定。在后续三十年的

科研工作当中，科研工作者借助不同的技术手段，证实了GLUTI

位于细胞膜上，也证实了GLUTI 与糖尿病、癌症、抑郁症有着

密切的关系。例如，在初中生物书上，已经出现了细胞的生活

中关于克隆羊多利的知识面，还引入了朊病毒，疯牛病，克雅

氏病的知识，其中还包含有《人的生殖》关于试管婴儿的文

章，《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些转基因方面的内容以及中

国拥抱‘基因世纪’的报告。

2　学术成果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及案例分析

葡萄糖是地球上包括从细菌到人类各种生物已知最重要、最

基本的能量来源，也是人脑和神经系统最主要的供能物质；大脑

平均每天消耗约120克葡萄糖，占人体葡萄糖总消耗量的一半以

上。葡萄糖代谢的第一步就是进入细胞：亲水的葡萄糖作为一种

有机大分子不能自由穿透疏水的脂质双层结构细胞膜进入细胞，

其进出细胞需要通过镶嵌于细胞膜上的葡萄糖转运蛋白，简称葡

萄糖转运体转运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在已知的人类遗传疾病中，GLUT1功能完全缺失将致死，功

能部分缺失会使细胞对葡萄糖吸收不足而导致大脑萎缩、智力低

下、发育迟缓、癫痫等一系列疾病，同时也会因葡萄糖不能及时

为人体利用消耗而导致血糖浓度的异常升高。另一方面，当发生

癌变时，葡萄糖是肿瘤细胞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但是肿瘤细胞由

于缺乏氧气供应而只能对葡萄糖进行无氧代谢，同质量葡萄糖所

提供的能量不到正常细胞的10%，因而对葡萄糖的需求剧增，在很

多种类的肿瘤细胞中都观察到GLUT1的超量表达，以大量摄入葡

萄糖维持肿瘤细胞的生长扩增，这使GLUT1的表达量可能作为检

测癌变的一个指标。GLUT1–4是一种类胰岛素敏感型葡萄

糖运输载体，它与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细胞中GLUT1–4表

达的减少以及其转位的障碍都是引发糖尿病的重要因素。

这一发现为了解葡萄糖转运蛋白和糖转运蛋白的功能和机制

提供了重要的框架，是以具有高度同源的XylE蛋白的晶体结构为

基础，比以往研究报道的结果更为准确。利用GLUT1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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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科学家关于“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I的晶体结构”研究成果为例子，将其在生物学的学科知识教学，对生
物教学的影响及分析，为生物学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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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精确地定位与疾病相关的突变氨基酸，揭示其致病机理。分

析显示，三十余个突变氨基酸基本集中于三个区域：底物结合区

域、胞外门控区、胞内门控区，它们的突变或者影响了底物识别，

或者影响转运蛋白的构象变化。晶体结构使得理解这些致病突变

的机理一目了然。

如果我们能研究清楚GLUT1的组成结构和工作机理，就有可

能通过调控它实现葡萄糖转运的人工干预。这样既可以增加正常

细胞的葡萄糖供应，达到治疗相关疾病的目的，也可以通过阻断

葡萄糖供应“饿死”癌细胞。在人类攻克癌症、糖尿病等重大疾

病的探索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3　如何在课堂中引导学生了解学术成果

例如，2016 年 11 月 19 日，央视新闻以《年亩产3075.56

斤，袁隆平主持项目创造水稻亩产世界纪录》为题。报道袁隆

平主持的“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3000 斤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

模式攻关”项目测产验收组测产后宣布，该项目年亩产达到

1537.78 公斤，创造了水稻亩产量新的世界纪录。在课堂上，

可以先播放本段视频给学生们观看，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

问，袁隆平是谁？他有些什么突出的科技成就？介绍袁隆平，袁

隆平利用野生水稻与普通栽培水稻多次进行杂交，培育出了产量

很高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袁

隆平不仅解决了中国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很多发展

中国家人口众多的吃饭问题。他不但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还

当选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授予“杂交水稻之父”的荣誉称

号。学生在了解以后，心理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就能够掀

起学习的高潮。要突出师生互动，提高教学质量，不能照本宣科，

要开展提问式的教学，形成师生互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集中

学生注意力。并且在实际开展互动教学的过程当中，更能够激发

学生的思维。

4　结束语

初中生物是初中课程中的一门，宗旨是帮助学生了解生物的

奥妙和本质。如今的生物教学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重视素质

教育，教师的教学方法要有所创新，教师本身的角色定位也要有

所转变，目的在于让学生们在生物教学过程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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