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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及其生理功能---中国科学家的胰岛素精神

------生物化学课程思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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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是新时代素质教育的重要要求,是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本文以临床医学专业基础课程

《生物化学》为例,探索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探索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的途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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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去，

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其中，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理论知识、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等。

课程思政对于职业教育非常重要[2]。下面通过生物化学课程

案例来设计课程思政。

案例概述：血糖平衡是人体机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重

要指标之一。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一种降低血糖的内分泌激

素，对维持机体血糖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本节内容围绕胰岛素的器官来源、组成结构、生理功能

以及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历史展开教学，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

胰岛素生理学知识和糖尿病发生与治疗的生理学机制的同

时，受到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大胆创新、严谨求实、协同攻

关”的胰岛素精神的激励。

一、教学目标

（一）课程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

（1）了解胰岛素的器官来源及组成结构；

（2）掌握胰岛素的生理功能；

（3）了解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历史。

2.能力目标

（1）通过启发和引导，培养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学习的学

习习惯；

（2）通过列举应用实例，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同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思政育人目标

1.设计思路

胰岛是胰腺的内分泌部，胰岛素是由胰岛的 B细胞合成和分

泌的一种蛋白质激素，是体内 150 多种激素中唯一一个具有

降低血糖功能的激素，其降血糖的生理功能是通过促进机体

组织对血糖的利用、糖原合成和血糖向脂肪转变而实现的，

对维持动物和人体的血糖稳态至关重要。

（1）课程内容的导入

利用对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疾病——糖尿病的简单介绍，

说明糖尿病严重威胁人和动物的健康；导入胰岛素是治疗糖

尿病最为有效的临床药物，引出课程内容主题词——胰岛

素；导入胰岛素为什么是最为有效的糖尿病治疗药物这一问

题，并导入从胰岛素发现、人工合成到临床应用历史中，中

国科学家的历史贡献这一关注点。

（2）胰岛素的概念、器官来源和化学结构

解释胰岛素的概念，英文名称。

以问题导入的方式，提出胰岛素的器官和细胞来源；以

图片导入的方式，解释说明胰岛素是由胰岛的 B细胞合成和

分泌的；采用图片导入的方式，介绍胰岛素的一级结构，并

说明胰岛素的两个亚单位（A 链和 B链）之间三个二硫键连

接位置对其高级结构的形成和活性非常重要，为之后解析牛

胰岛素合成的困难及其成功合成的伟大打下伏笔。

（3）胰岛素的生理功能

以问题导入的方式，提出胰岛素为什么可以用来治疗糖

尿病？回忆糖代谢途径，然后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告诉学生，

我们以胰岛素的生理功能来理解这一问题；以视频演示和文

字介绍相结合的方式，讲解胰岛素促进机体组织对血糖的利

用；讲解胰岛素促进机体的糖原合成；讲解胰岛素促进脂肪

和蛋白质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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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对胰岛素生理功能讲解的基础上导入反向知识点：当

胰岛素分泌不足时，会导致机体物质代谢紊乱，严重时会引

发糖尿病，并对糖尿病病人"三多一少"典型临床症状的生理

机制进行分析，使学生在临床案例中更加深入的理解胰岛素

功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4）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历史

通过历史回顾导入问题的方式，告诉学生胰岛素（1921

年）被发现之后就开始被用于糖尿病的治疗；然而提取的天

然牛胰岛素难以满足临床需求，唯一能够解决这一难题的途

径就是胰岛素的人工合成。

通过历史回顾导入问题的方式，说明牛胰岛素一级结构

的解析使科学家们看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希望；同时说明

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条件和胰岛素结构的特殊性（三个二硫键

的结合位置），胰岛素人工合成被认为是非常困难的科学命

题。

总体上，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让学生掌握胰岛素在维

持机体血糖平衡中的重要作用、理解利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

的生理学机制；同时使学生感受到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为科学

事业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

达到“课程思政”育人的目的。

2.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历史回顾，感受我国老一辈科

学家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科学精神；

（2）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3.育人主题

“大胆创新、严谨求实、协同攻关”的“胰岛素精神”。

二、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程内容的导入（1 min）

通过常见临床疾病——糖尿病和治疗药物——胰岛素

引出课程内容。首先提出一个医学常识：糖尿病严重威胁人

类和动物的健康，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最为有效的临床药

物。利用问题：“胰岛素为什么是最为有效的糖尿病治疗药

物”导入到胰岛素发现、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及其临床应用历

史以及中国科学家所做出的卓越历史贡献这一课程思政关

注点中。

（二）本课程单元讲授内容

1.胰岛素的概念、器官来源和化学结构（2.0 min）

讲解胰岛素的基本概念，英文名称。

胰岛素的器官来源和化学结构是理解胰岛素生理功能

的基础，也是后面介绍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前提。

从胰腺的解剖部位，深入到胰腺内分泌部---胰岛，再进

一步深入到胰岛的内分泌细胞，最后具体到胰岛素合成与分

泌的胰岛 B 细胞（从胰腺器官一步步深入到胰腺 B细胞，从

大体解剖一步步具体到微观结构），以图片展示结合文字讲

解，使学生充分理解胰岛素的器官和细胞来源。

在胰岛素化学结构讲解中，以图片导入结合文字讲解，

让学生了解胰岛素的一级结构由 17种共 51个氨基酸序列组

成，分为 A 链和 B 链两个亚单位（分别由 21个和 30 个氨基

酸序列组成），A 链和 B链由三个二硫键连接，并说明三个

二硫键的连接位置是胰岛素活性和生理功能的重要基础。

2.胰岛素的生理功能（7.0 min）

胰岛素的生理功能是本课程单元的重点教学内容，其中

胰岛素对糖代谢的调节作用又是重中之重，授课中应做到重

点内容重点讲解，并在胰岛素生理功能讲解的基础上，结合

临床实际让学生理解糖尿病病人“三多一少”临床症状的生

理学机制，并理解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理想药物。

分析问题的理论机制：

采用视频并配以文字讲解，说明胰岛素通过与细胞膜上

的胰岛素受体结合，促进细胞内糖通道蛋白的合成，糖通道

蛋白镶嵌在细胞膜上，使葡萄糖能够经糖通道蛋白进入细

胞，被细胞代谢、利用；讲解胰岛素通过促进糖原的合成，

使血糖中的葡萄糖合成为肝糖原和肌糖原，而作为机体储存

糖原；讲解胰岛素促进机体脂肪和蛋白质合成。综合胰岛素

促进糖代谢、蛋白质合成和脂肪合成的生理功能，说明胰岛

素是体内唯一一个同时促进糖原、蛋白质和脂肪合成的激

素，因此对于动物和人体生长发育尤为重要。

分析实际问题的生理学基础：

在上述对胰岛素生理功能讲解的基础上，说明当胰岛素

分泌不足时，会导致机体物质代谢紊乱，严重时会引发糖尿

病。糖尿病病人在临床上常常表现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

人消瘦等 "三多一少"典型症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糖尿病人

血糖过高造成渗透性利尿而首先出现多尿症状，尿排出增多

则导致水平衡紊乱而出现口渴多饮，同时由于胰岛素水平较

低而导致机体内物质分解代谢异常加快，出现多食而日渐消

瘦的症状。

问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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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胰岛素促进糖代谢的生理功能的理解，以及胰岛素缓

解甚至消除糖尿病病人“三多一少”症状，来回答为什么说

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最为有效的药物。

三、教学效果

（一）案例开展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专业基础知识和相关历史的结合，增强专业基础教

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最大限度

发挥课程思政教学课堂的主渠道作用。本课程单元从牛胰岛

素的人工合成历史聚焦到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胰岛素精

神”，使学生在学习胰岛素相关基础知识、了解相关历史的

同时体会到我国科学家“大胆创新、严谨求实、协同攻关”

的科学精神，也就是伟大的“胰岛素精神”，做到课程教育

与思政教育的统一、教书与育人的统一，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主要成效和特色

主要成效：

本教学案例以《生物化学》第二章及第四章涉及的部分

理论教学内容为基础，融入了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大胆创新、

严谨求实、协同攻关”的“胰岛素精神”这一思政元素，调

查问卷统计分析结果显示：91.80 %的学生理解了“胰岛素精

神”的内涵；86.06%的学生感受到了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伟

大，更具民族自豪感；69.67%的学生感悟到胰岛素精神是我

们专业学习和科研创新的永恒动力；61.48%的学生意识到要

将自己专业的学习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结合学生们

提交的课程感想、课堂上学生们的反应及课后与学生的交流

等方面来看，绝大部分同学都能在理解该门课程专业知识的

同时深刻感悟到该门课程课堂讲述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元

素，尤其是已经深刻理解了“胰岛素精神”中“大胆创新”

的深刻含义，任何创新性的思维都来源于基础知识的深层次

组合，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已从思想上落实到行动中，上课更

加专注，更善于思考，更加踊跃提问等。

主要特色：

本案例从生活中常见疾病---糖尿病引入教学内容，围绕

胰岛素的器官来源和化学结构、生理功能以及胰岛素人工合

成的历史展开教学，除了对基本知识点的学习外，主要通过

胰岛素人工合成历史的回顾，使学生受到我国老一辈科学家

“大胆创新、严谨求实、协同攻关”的胰岛素精神的激励。

通过视频播放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历程，更具感染力。

整个教学案例的思政元素引入巧妙自然，并且能够促使学生

将所学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

达到课程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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