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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生物化学教学改革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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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化学是普通高校生物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多学科融合及知识更新迅速的特点决定了其教学难度，为了提高生物化学教学水

平，我们从学生兴趣的培养，理论教学及实验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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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ochemistry is all important basic coufse ofbiological major．The features of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update quickly decide the

t∞chmg difficulty．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biochemistry，We mad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interest cultivation，theory teaching,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got ideal results throug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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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作为生物学，药学，医学等学科
的基础课，生物化学在高校本科教育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被列
为众多高校生物类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生物化学是运用化学的
理论和方法研究生命物质的学科，其任务主要是了解生物的化学
组成、结构及生命过程中各种化学变化。生物化学融入了化学，
普通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理
论，其理论性强，概念抽象，名字繁多，系统复杂。堪称生物学
科中最抽象、最难懂的学科之_』卜引。

生物化学知识在化学、医药、卫生等领域应用广泛，学好生
物化学知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生物化学同时也是一门
最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前沿学科，其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技
术水平的不断突破，对高校生物化学的教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然而部分高校课程建设一成不变，部分教师将课件在有限的课时
内强行灌输给学生，使学生背负沉重的负担，造成厌学心理。一
部分学生纯粹机械式、被动式学习，不理解学习生物化学的重要
性及目的，也有学生单纯追求考研高分，而忽视了实验能力的培
养。为了顺应形势的需要及学科发展趋势，提高教学质量，近年
来我们在教学中逐步进行了以下初步改革。

1学习兴趣的培养
1．1高度重视绪论教学，努力上好第一堂课

生物化学的绪论对整门课程起着“统领全局，提纲挈领”的重
要作用，是对本门课程的高度概括，是学习生物化学的前导。通
过第一堂课，使学生明确生物化学的重要性及学习生物化学的作
用，将有利于引起学生的重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
1．2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基础联系应用

生物化学是一门与生活紧密联系的科学，教师在课堂上应根
据教材的内容，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材料例子来引起他们的兴趣，
激起他们的求知欲。比如讲到糖原代谢的时候，教师会向学生介
绍，机体糖原分解完全之后才会分解脂肪，所以一些女同学采用
饥饿的方式减肥并不科学。
1．3关注生物化学及专业相关行业最新研究动态

生物化学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因此，在授课时，及时穿插
学科发展动态及热点话题，开拓学生视野，扩大知识面，增加信
息量，使他们所学知识能跟上时代步伐。例如，讲到糖酵解时，
会相应介绍纤维素降解，生物发酵等相关领域最新进展。关注高
新科技的发展动态，使得学生拓宽了视野，并认识到生物化学的
广泛性，所学知识的实用性，自然能调动学生学习生物化学的积
极性，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2理论教学环节的改革
2．1努力钻研教材，根据专业特点优化课程体系

传统的生物化学的教学内容包括糖类，脂质，蛋白质的结构
与特性，酶与激素，核酸，糖代谢，脂类代谢，蛋白质代谢，核
酸代谢等，其中还有分子生物学，光合作用，细胞膜等相关章节，

内容较多。在教学中一方面严格执行教学大纲，把基本理论及基
本技能的培养放在首位。一方面不拘泥于教材，根据专业特点及
学科发展调整教学内容。如适当缩短分子生物学课时，重点介绍
糖类，脂质，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及代谢，根据林业
类院校课程特点，在糖酵解，酶催化等章节予以一定的知识扩充，
引入工业发酵，工业催化，食品科学等学科前沿知识，增加学生
兴趣。
2．2改革教学手段141

由以往的单向灌输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互动式，研讨式，
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手段，在平时的教学中引导学生寻找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培养学生学习自觉
性。加大课堂中学生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引导
学生积极的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思维的主
观能动性。
2．3应用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51

生物化学的特点是复杂、抽象，灵活多变。多媒体教学的应
用能营造一个直观的。图文并茂，视听一体的教学环境，将抽象
的理论知识和相关概念以形象和直观的形式呈现给同学，使学生
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接受知识，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例如在讲到蛋白质的翻译过程时，由于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空间
结构及反应机制，学生很难理解其内容，这时如果以动态三维图
片的形式在课件中呈现出来，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
2．4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学生学习生物化学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该课程理论抽象、进
展快、与其他学科联系广泛等。而网络生物化学资源具有内容丰
富、搜索方便、更新快等优点，学生可以通过多种网络交流方式
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会引导学生实时的关注
小木虫，丁香园，NCBI等网站的信息，一方面可以了解行业发
展动态，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的理论及实验技能的学习提供一定
的参考。比如讲到聚合酶链式反应的时候，很多学生只会注意到
变性，退火，延伸几个单纯的步骤，但是通过网络搜索，学生不
仅可以了解到这项技术的产生背景，理论依据，在基础研究及企
业研发等领域的重要作用，还可以通过图画，动画，视频的形式
掌握其操作过程。

3生物化学实验环节的改革
生物化学是-f]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教学是生物化学教

学的一个重要环节。生物化学实验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生化基础
理论、基本知识的理解，使其正确和较熟练地掌握生化基本实验
方法的原理和实验操作技能，而且能够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07。
3．1加强实验师资建设，提高实验教学人员水平

实验室师资建设是实验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大部分
高校普遍重视理论课的教学而忽视实验课，通常将专业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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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素质教师委派到理论教学岗位和科研岗
位，使得实验课教学水平明显低于理论课。为此我们把提高实验
教师的学术素质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开展相应的理论培训，加强
相关领域知识学习，加强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定期安排进修。
3．2实验课内容多元化，层次化

将实验分为基础与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及自主设计性实
验三大部分生物。基础与验证性实验注重操作规范化训练和基本
技能训练。通过基础实验，使学生掌握物质的分离提纯及其含量
的测定、层析、电泳、离心、分光光度等五类基本实验技术，使
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得到训练。综合性实验应涉及各种实验技术
的综合运用并且贴近现代技术，如核酸的分离制备实验，学生在
其过程中，会接触到一系列实验仪器及实验技术，这样不仅对理
论课内容产生较深的感性认识，也培养了学生完整的科学实验思
维和思路。自主设计性实验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自主培养
实验材料、自主配制实验试剂、自主安排实验进程和实验时间进
行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自主性实验教学可使学生参与到每个实
验环节，这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科研素养的
养成、创新精神的培养以及独立实验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4结论与体会
作为生物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生物化学知识学习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学生相关课程的学习和进一步深造，通过生化教学实践
中对教学改革的积极探索，我们逐渐的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和

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在教学活动中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自觉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思
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动手能力，为学生以后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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