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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

“互联网 +”时代下《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初探
赵丽娟

（怀化学院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细胞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是生物及相关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课程思政是课程教学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是高等院校课堂教学优化、改革的重要体现。在《细胞生物学》教学中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内涵，结合互联网平台实施线上线下

沉浸式课程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德智兼修，为进一步开展《细胞生物学》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依据，也为全面推行课程育人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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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是生物学的基础学科，是生物专业及相关专

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课程内容融合了如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遗传学、生理学等基础课程，是生物学知识体系的融汇和整合；

同时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也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

自 21 世纪伊始，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就数次与细胞生物学研究领

域发生交集。《细胞生物学》课程以细胞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内

容从细胞结构到功能，从表及里，从生到死，蕴藏着丰富的生命

规律内涵。

在 2016 年 12 月指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2020 年教育部也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强调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工作目标 -- 构建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师者也，教之

以事而喻诸德也”，教师应在日常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理念，从思想认知层次上立德育人。

一、“互联网 +”结合细胞生物学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互联网 + 教育”是指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利用现在日益

完善的互联网平台和海量资源新建教育教学环境，改变教育模式，

在实现翻转课堂模式的同时，促进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的提高，

实现教育创新和全方位育人的目的。对课程思政而言，“互联网 +”

教学模式是挑战，更是机遇。课堂思政教学经常面临课程学时相

对较少、课堂时间有限、引导不够透彻等问题，把思政教育与 “互

联网 +”模式相结合，教师可在根据授课内容在网络中收集与课

程内容相关的思政信息资源，针对性选择整合信息资源，形成合

适的视频或文章，并配置相应讨论主题发布到学习平台上，学生

可以利用 PC 端和手机端查看课程相关思政视频、文章并自由讨论，

教师则通过主题讨论的发言实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以便及时展

开相应思政教育。

目前《细胞生物学》授课课时相对较少，但课程知识量庞杂，

内容较抽象且知识点融合度高，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因此传统课

堂教学主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知识背后蕴含的丰富的思

政元素，对学生提高个人素养、端正学习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和情感观缺乏指导。课程思政教育最终的实现是学生内心的触

动和感悟，需要主动“思”的一个过程，若仅依赖课堂上教师提

炼的知识点相关的思政内涵，学生仍然落入“填鸭式”的被动“窠

臼”中，必然导致课程思政的效果不佳。“互联网 + ”模式下《细

胞生物学》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后，克服课时课堂限制，打破课

堂上教师单纯“说教”模式，结合细胞生物学内容承载的思政元

素“启发点”及线上相关影像、文献，构建网络式、融入式情感

氛围，实现细胞生物学专业知识传授与引领学生提升自我的结合。

二、《细胞生物学》内容中思政元素挖掘

教师需从科学性与价值观相融合的角度去发现《细胞生物学》

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育人素材，思考如何在具体教学环节中找到

思政元素的融入点，讲授过程中如何“润物细无声”地映射出教

学内容的思政元素，而不是呆板地说教或政治宣传，这样才能在

课程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内容有机融

合，见表一。

表一 《细胞生物学》部分教学内容及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教学章节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教学方法 预期成效

第一章 绪论

生 命 系 统 的 相

互 关 系（ 守 时

合拍 ）； 细胞

学说等

细胞学说  人与社会密不可分，每个人对周

边环境及社会都有一定影响   树立集体观念。

细胞重大生命活动及其相互影响，相互关联  

生活中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起居有节，饮食有

度，守时有序。

课堂观看视频 、线上阅

读新冠肺炎感染人群的

差异性研究等报道，启

发思考，讨论发言。

通过课后讨论让学生体会生命现象

的统一性，正确定位自己；树立良好

的起居观。

第二章 细胞

的 统 一 性 与

多样性

原 核 细 胞 与 真

核细胞的共存

肠道内一些细菌的存在能营造良好的内环境  

合理用药，过犹不及    树立健康理念（预防

疾病）。

线 上 观 看 媒 体 案 例 报

道 - 课堂举例 -- 引导

通过自制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平常用

药习惯及副作用的有无，并将调查统

计公布在课程平台上，引起学生的重

视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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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细胞质膜

完 整 的 细 胞 质

膜 维 持 细 胞 内

环境稳定

胆 固 醇 对 膜 的

影响

细胞结构最外层的细胞膜的防御、保护，识

别等作用   爱国主义（国防的价值）

根据细胞膜的结构组成，及不同组分对细胞

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合理饮食的健康理念。

观看图片，启发思考 讲

述引申

设计与国防建设和营养健康趣味问

答，增加思政教学的趣闻性和生活

化，提升学生的认同度。

第 九 章 细 胞

信号转导

信 号 转 导 是 细

胞 正 常 生 存 的

基础

不同的细胞内外信号引起的细胞内不同信号

通路转导，产生不同的细胞生命活动反应  

环境影响人、环境塑造人（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    树立正确的交友观和价值观。

启 发 思 考 线 上 观 看 视

频，回答问题

通过线上观看视频和回答问题，了解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思政

内涵的接受度，从而能有针对性的去

帮助学生远离不良环境，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第 十 四 章 细

胞 增 殖 调 控

与癌细胞

癌细胞的特征

癌细胞是一类在致瘤因素作用下，基因发生

了改变，细胞分裂调节失控而无限增殖的细

胞  在不良因素诱导下，丧失道德底线，带

来灭顶之灾  启发学生遵守道德法律   抵制不

良诱惑。

案例引导（观看视频）
课堂讨论中让学生试着举出一些相

关病例，引导学生思考，增加课堂教

育的感受度。

第 十 五 章 细

胞 分 化 与 胚

胎发育

干 细 胞 与 再 生

医学

干细胞的功能以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发展   

治愈原来不可治愈的疾病  树立科学梦想 ，

敢于追求。

（CRISPR-Cas9 基 因 治

疗法事件）

线上线下讨论发言

分组讨论，促使同学展开对科学问题

的思考，探究科学梦想与道德法律的

平衡点，有助他们建立成熟的科学

观。

第十六章 细

胞 死 亡 与 细

胞衰老

细 胞 死 亡（ 细

胞 凋 亡、 细 胞

自 噬、 细 胞 坏

死）

细胞衰老

细胞凋亡、细胞自噬（细胞程序性死亡）的

过程  是生命活动的正常事件  领会正常生命

活动中的“奉献精神”。

衰老是正常生命现象  正确看待衰老，树立

正确生命观。

观看视频（动物发育视

频）、启发引导、线上

讨论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和线上讨论，可以

探讨衰老和死亡的生命本质，树立正

确地对待生命的态度。

第十七章 细

胞 的 社 会 联

系

细胞连接

细胞与细胞之间通过各种细胞连接，传递信

息、交流物质保证生命活动有序进行，反之

个体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的人  启发学生

在生活与学习中保持与他人，与社会的正常

联系与交流，树立正常的社会观，价值观（个

人和社会是一个整体）。

观看教学视频、自闭症

视频 - 启发思考

通过视频学习和病例学习结合自身

周边的例子可以让学生体会在现代

社会中信息与交流的重要性，结合前

面章节启发，引导他们正确融入社

会，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树立正常

的社会观。

三、特色和展望

《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的科学，是研究和揭示细胞基本生命

活动规律的科学，是细胞水平的社会科学，而人体又是众多细胞

分工合作的有序社会，用细胞生物学的内容结合思政教育进行教

学来解决学生（生命个体）在学习、生活，乃至人生中遇到的挫

折和挑战具有深刻且独特的视角，容易让学生产生“共情”从而

获得有效地引导和较好的教学效果。“互联网 + 思政”教育模式

利用网络平台增加课程思政教学相关的资料和视频，扩充了《细

胞生物学》课堂的空间和丰富程度，打破了“课堂思政”的局限性，

增加了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沉浸式”体验感和参与度，线上线下

的课堂讨论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能实时反馈学生对课程思政内容

的接受度和教学效果，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从而及时调整思

政教学内容和方法，真正做到教书亦育人，教学能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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