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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已成为高校开展教学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然而课程思政教学虽已在各专业领域

内广泛推行，但其实施现状和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课程思政教育也面临诸多瓶颈问题亟待解决。《细胞生物学》是生

命科学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构建适用于高等师范院校生物科学专业《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就是要将专业知识传授、实践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三者有效结合，达到德智双全的双重育人目标。我们通过充分挖

掘和凝炼《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元素，建立了完善的课程思政资源库。通过巧妙设计思政元素点的课堂教学融入路径，

优化课堂教学方式，润物无声地将相关思政理念渗透到专业知识传授过程中，并建立科学可行的教学评价机制，及时了解

广大师生的教学需求和教学反响，为高效实施课程思政教学奠定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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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及其重要性

从古至今，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是中华民族教育事业

领域必不可少的主要环节之一，得到了广大师生的高度认

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更是我国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部召开的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会议还强调“要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课程思政”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无缝衔

接的重要举措，自此“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开始被提出并

受到教育界广泛关注。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纲要》中要求所有高校、所有教师和所有课程

都要承担育人责任，要在全国范围内努力构建“三全育人”

和“大思政”教育的新格局。继而“三位一体”的课程思

政教学模式开始备受推崇，并逐步被推行至不同领域和不

同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中，成为全国各高校实现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重要教育理念。2021 年教育部再次印发了“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通知，很多高校各专业的课

程教学大纲也明确要求，教师要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实现“专

业知识传授”和“能力价值塑造”的双重育人目标。

高校一线教师是承担教书育人使命的重要角色和中坚

力量。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曾提到“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明确指出了教师的职能作用，肯

定了教师在教学和育人中的重要地位。德国教育科学之父

赫尔巴特也曾提出，任何教学都是教育性的，在任何教育

中教学都是重要手段。我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在《行知书信集》中也曾讲到“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

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

生之道”，着重强调了教师应该身肩“教书”和“育人”

的双重责任。在新时代的“大思政”教育背景下，“三全

育人”和“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已成为各高校开展教学工

作的重要内容，国家社会也对高校教师的工作使命也提出

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因此，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应该是一

名真正的教育工作者，要兼具教书和育人的双重功能，这

就要求教师既要具备精湛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应该具有崇

高无畏的爱国精神，丝尽泪干的奉献精神和不计得失的人

梯精神。

构建适用于高等师范院校生物科学专业的《细胞生物

学》“三位一体”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就是要将专业知识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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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三者相统一结合，并能在

课堂教学中付诸实施。在“三位一体”课堂教学模式中，

专业知识传授要注重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的整合，着力提

高学生对专业知识自主内化的学习效果。在实践能力培养上

要关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迁移和应用，着力于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和创造新技术或新方法等能力的显著提升。价值观

塑造方面要致力于以专业课程为载体，将小“细胞”中蕴藏

的思政之“盐”溶于专业知识之“汤”，潜移默化地引领学

生形成正确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2. 当前高等师范院校《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的

现状

《细胞生物学》是全国普通高等师范院校生命科学各

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该课程开设目的是要求高校师范

类本科生能够深入理解“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这

一基本内涵，全面了解形形色色的细胞，和构成细胞的各

类不同细胞器的结构与功能，以及细胞的重大生命活动现

象及其调控规律，能够熟练掌握细胞生物学领域的相关研

究技术和基本原理，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培养崇高无私的德育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科学奉

献精神，勉励师范类学生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教育家精神，

进而为我国大、中、小学教育行业培养和输送全面发展的

优秀的生物学骨干教师，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好地胜任生

物学课程中细胞生物学相关专业内容的教学任务，并能合

格地承担起人民教师的“育人”责任。

构建科学可行的《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

传授相融合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顺应了当前我国

社会对高素质师范生的培养要求。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必须

要遵循“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要坚持“经师”、“人师”

相统一的教学原则，要努力做学生学习和成长道路上的“大

先生”和“引路人”。该教学模式的实施既有利于促进《细

胞生物学》课程核心素养与专业知识培养目标的达成，也

极大地推进了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塑造和

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真正实现了高校人才培养的

双重育人目标，为培育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的教育者提供了

坚实保障。

然而，尽管当前国内很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已广泛开

展以本科生专业课程教学为载体的各类课程思政教学活动，

但课程思政特别是非思政专业的课程思政实施现状和教学

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课程思政教育也面临诸多瓶颈问题亟

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多数高校

师生对“课程思政”的概念理解有偏差。非思政专业师生

对“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理解有偏差，存在非常明显的“两

张皮”现状，这样很多教师难免就会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的内容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非思政专业的课程教学中，

导致课堂教学氛围十分沉闷，讲授内容也更加枯燥乏味，

从而极大地磨灭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课堂参与积极性。此

外，不恰当的课程思政教学也造成了授课学时的严重浪费，

拖延了正常的教学进度，影响了专业知识的传授。（2）师

生课程思政意识比较淡薄。多数高校因课程思政教学宣传

力度和支持力度不大，导致很多教师仍然存在注重专业知

识传授，轻视学生个人实践能力提升、德育品质修养和自

我价值观塑造等现象，导致很多学生缺乏对自身价值的正

确定位和独立辨别对错的能力，无法树立科学正确的价值

观念，甚至误入歧途。（3）课程思政教育资源贫乏。很多

非思政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元素极其贫乏，还有待教学团

队成员通过积极探索、交流研讨和深度思考去充分挖掘凝

炼。（4）缺乏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堂教学环节的有效

路径。有些教师虽然积累了较丰富的非常具有育人意义的

课程思政元素点，但却不能将课程思政元素巧妙融入到专

业教学过程，难以加深学生对思政元素点的领悟和应用等。

因此，当前高校课堂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解决如何将

思政之“盐”润物无声地溶于专业知识之“汤”，进而做

到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的无缝衔接。（5）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评价体系不健全。因缺乏有效评估课程思政双重育人目

标达成情况的机制或手段，导致教师对课程思政实施前景

比较迷茫，无法明确教学目标和改进方向等。

总之，高校师范生《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体专业课程教育工作者

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思考改进。构建课程思政和《细胞生物学》

专业知识传授相融合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是改善当前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上述教学现状的重要策略。

3.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元素点的挖掘与凝炼

结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的具体要求和《细胞生物学》课程的专业知识体系和课程

特点，我们对《细胞生物学》相关课程思政元素点充分挖

掘和凝炼，主要从爱国情怀、价值取向、绿色环保、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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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工匠精神和诚信友善 6 个维度设计课程思政融入策略，

建立了《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元素库。

4.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案设计与实施

4.1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通过充分挖掘凝炼《细胞生物学》课程中与专业知识

相关的德育元素和案例资源，寻找各个课程思政元素点与

专业知识教学环节的切入点，通过梳理专业知识内容和教

学方式，将其巧妙融入到课堂教学各环节中，最终构建了

完善的《细胞生物学》专业知识传授、实践能力培养和价

值观塑造相融合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课程组教师根据我校生物科学师范专业的培养方案和

教学大纲，合理安排并开展线下课堂教学，同时结合“三

位一体”教学模式中涉及到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表 1），

灵活选用问题导向的启发式教学、典型案例教学、思维导

图展示教学、分小组讨论交流等多种教学方式，将相关思

政元素点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各环

节中，既要做到润物无声，又要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

学生汲取新知识的积极性和对专业的高度热爱之情的目的。

表 1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相关案例资源

专业知识点 案例教学资源

细胞的发现 荷兰生物学家列文虎克利用自制显微镜观察并描
述各种生物体细胞的结构特点

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系统阐
述了生物进化论观点

细胞遗传学 孟德尔进行豌豆杂交实验发现了遗传学定律

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内容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重要作用，获得诺
贝尔生理医学奖

病毒的复制增殖
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及防治措施，和
“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研发脊髓灰质炎

疫苗的事迹

线粒体与氧化磷酸化
“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扎根太行山，致力于
太行山生态环境治理和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传奇

故事，倡导发扬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叶绿体的光合作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实现“禾下乘凉梦”的
科研事迹经历

端粒的结构特点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罗尔·格雷德，杰克·绍
斯塔克三位诺奖得主，合作研究发现端粒保护染

色体的重要机制

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结合自己的科研领域，介绍近年来我国科研工作
者关于对植物紫外线 UV-B 光受体 UVR8 介导的

信号转导机制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有丝分裂 水稻育种专家李家洋在稻田里的“大侠梦”

减数分裂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反思和警示教育

癌细胞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发现一个全新的、功能
高度保守的肿瘤免疫抑制受体 CD300ld 有望成为
肿瘤免疫治疗新的理想靶点进一步提升肿瘤治疗

有效性

干细胞及其特点

我国西湖大学科研人员利用渐冻症患者诱导多能
干细胞建立了新的神经肌肉类器官疾病模型等干
细胞领域新成果韩国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反思

和警示教育

细胞衰老与细胞死亡 我国古代“囊萤映雪”和“悬梁刺股”寓言故事

4.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以讲授第六章《线粒体和叶绿体》中“叶绿体的光合

作用”内容为例。首先要求学生课前预习相关内容并提出

问题，根据“生命体代谢所需能量和氧气从何而来”这一

问题导入新知识。在结合具体生活实例介绍叶绿体产能的

物质基础时，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培养绿色

环保意识，向灌输学生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绿色发展理念，鼓励学生在生活中自觉践行爱护祖国一山

一水的价值观。在讲授叶绿体通过光合作用为细胞代谢源

源不断提供能量这一生物学功能时，采用启发式教学给学

生渗透灌输伟大的“雷锋精神”，号召每个人都要像“叶

绿体”一样，虽然“体积小”，但只要时时刻刻把崇高的

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在自己岗位

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就能为社会源源不断地

提供 “正能量”。课堂总结期间可采用案例教学法，譬如

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或“太行山

上的新愚公”李保国的“扶贫致富传奇”等老一辈科研工

作者的先进事迹进行拓展介绍，进一步对学生进行思政教

育，鼓励学生要以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为榜样，继承当代新

中国的科学家精神，努力发扬 “把实验室建在田野上，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精神。

此外，还可以借助这些案例，向学生宣传要反对铺张

浪费、养成勤俭节约、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宝贵品格，要

时刻牢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一粥一饭恒念物力维艰”

的古训。最后组织学生分小组讨论后交流对本节课学习的

感想或受到的启发。

在讲解第九章《细胞核》中“染色体的结构特点”为例。

首先通过思维导图展示的教学方式结合学生预习过程中提

出的问题导入新知识。在介绍细胞核染色体可以将优良的

遗传性状传递给后代子细胞时，以此为切入点，可以采用

启发式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深入领悟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身

的思想文化精髓，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精髓就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优良基因，勉励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理念，始终坚持文

化自信，将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最后组

织学生分小组讨论后交流对本节课学习的感想或启发。

在教学实施最后阶段，教师要组织学生分成 4-5 个小

组进行讨论交流，特别是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内

容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课程思政内容学习感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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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调动学生主动挖掘思考其中蕴藏的思政元素。

5.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

5.1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为了全面了解《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我

们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方法，具体主要包括两

大方面的考核评价途径。

一方面是平时成绩考核中要包含 10% 与课程思政元素

相关的评价分值。主要包括（1）各章节专业知识点融合了

思政元素的思维导图作业；（2）课堂教学上分小组讨论后

发言交流思政学习体会，授课教师对每个小组的思政交流

实践进行评分；（3）课程思政学习交流后小组成员之间的

互评分；（4）完成课程思政学习总结，并将学习体会体现

在汇报材料中等四部分构成。

另一方面，我们设计制作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细胞生

物学》课程思政教学现状和教学效果调查问卷，通过发送

给校内外同行和往届学生填写问卷，或者对个别师生进行

实地访谈，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及时了解师生对《细胞生

物学》课程思政的认知状态和满意度，取长补短，以便更

好地改进该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5.2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调查与分析

我们对我校生物科学专业近四届本科学生的《细胞生

物学》课堂学习情况和期末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与未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班级相比较，通过实施课程思政

教学后，绝大多数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关注度明显提高，

学习热情更加高涨，课堂气氛也更加活跃有趣，“以学生

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氛围更加显著，学生上课出勤率达

100%，课后作业完成率也可达 95% 以上，且作业完成质量

较高，学生期末考核成绩也逐年提高，平均成绩也从 71.36

分左右提高到了 86.92 分（图 1）。

图 1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调查

通过开展《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当前我校 95% 以上的师生均对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持高度认可态度（图 2），96.97% 的师生认为课程思政

教学实施后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教学气氛，94.95% 的师生认

为课程思政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有效激发学生对学科的热爱和探索未知的好奇心，96.96%

的师生认为课程思政教学有利于个人良好道德情感的培养

和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图 3）。这些数据均表明课程思政教

学模式还是非常受广大高校师生欢迎的，这些也为课程思

政教学的广泛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 2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支持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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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满意度调查

6. 不足之处与展望

高等师范院校《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育人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教学团队成员多

下功夫、多花时间、多交流、多总结、多思考才能不断完善，

才能将目前面临的瓶颈问题一一破解。例如当前《细胞生

物学》课程思政仍迫切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如何合理

安排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既保证学生高效掌握了专业知

识内容，又达到了思政育人的教学效果；（2）课程思政教

学效果评价的学生互评环节，如何尽量避免学生主观因素

对评价结果准确性造成干扰；（3）如何保证每一节课堂专

业知识传授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衔接；（4）当前课程思政实

施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今后仍需在加大课程思政宣传力度

和学校支持力度等方面下功夫（图 4）；（5）如何合理优

化和使用多元化教学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只有教学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全力协作，积

极参与，不断总结凝炼，才能真正打造一门集专业知识传授、

实践能力提升和价值观塑造于一体的优质的《细胞生物学》

课程思政精品课。

图 4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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