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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理论知识抽象复杂，传统板书或普通ＰＰＴ课件很难形象生动演示

化学分子的结构和反应过程，实验内容应用性差和学生的主动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提出从教学课件、网络

教学支撑平台和实验教学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改 革 的 具 体 方 法。在ＣＡＩ课 件 中 将 图 片、视 频、动 画、文 字 有 机

结合起来；在实验方法中让学生进行独立的实验操作和自我评价；在实验内容中引入设计性实验。教学改 革

能加强学生的学习趣味性，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自主学习能力。

关键词：生物化学　教学改革　实验教学

中图法分类号：Ｑ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３７８（２０１３）０３－０２０７－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ｒ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ｖｉｖｉ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ｃａ－
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ｎ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ＰＰＴ，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ａｎ－
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

之一，其本质是研究生物体内的化学分子和化学变

化。近年来，随着生命科学领域各门学科的迅速发

展及其对生物化学的渗透，《生物化学》课程的内容

也由传统 的“单 核”进 入 了２１世 纪 的“双 核”时 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物化学主要以物质代谢为

核心，进入２１世纪后，生物化学逐渐演变成以物质

代谢和基因信息的表达与调控为双核心。而课堂教

学的中心，也由单一的教师为中心，演变为教师和学

生的双中心。因此，传统的教学模式与观念，已不能

适应学科 发 展 和 人 才 培 养 的 需 求。同 时，《生 物 化

学》是生物技术和临床医学等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
具有理论性强、逻辑性强和实践性强的特点，在生命

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医学的实践工作中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

　　近些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生物化学》的

教学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内容抽象复杂，学生较难

理解；学习对象多为分子水平的化学结构或化学变

化，依靠传统的板书或普通的ＰＰＴ课 件 不 易 演 示；
实验内容直接应用性不强，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这些问题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同时也

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实施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且

２０１０年７月，胡 锦 涛 总 书 记 在《在 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
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发挥学生主动精神，鼓励学生

进行创造性思维，大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所以，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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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医学院以《讲话》精神为指导方针，结合本校实际

情况及生物化学教学的发展趋势，从教学课件、网络

教学及实验教学等方面对《生物化学》课程进行教学

改革［１］。本文阐述了这次教学改革的具体 方 法，并

对教学效果进行分析。

１　教学改革的具体方法

　　针对《生物化学》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我们

利用并进一步完善ＣＡＩ（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ｉ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ｎｇ）课件，将 抽 象 枯 燥 的 概 念、分 子 结 构 和 代 谢 过

程形象化，并加以动态演示；同时对教学内容和方法

进行改革，加 强 学 习 的 趣 味 性，激 发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１．１　转变传统ＰＰＴ课件为ＣＡＩ课件

　　通过互联网搜索可以发现，部分ＣＡＩ课件仅仅

是将教材 电 子 化。我 们 在 ＣＡＩ课 件 中 将 声 音、图

片、视频、动画和文字有机的结合起来更好地辅助教

学。在ＣＡＩ课 件 中，采 取 类 似 于“看 图 识 字”的 方

法，用大量的彩图，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形象地展示出

来，并加以简单的文字概括。这样既增强学生的视

觉冲击，也使学生从枯燥的文字苦海中摆脱出来，增
加学习的趣味性。《生物化学》教学中的更多内容，
仅仅依靠图片并不能很好地实现讲解，因此，我们还

应用大量的ＦＬＡＳＨ动画（部分自己制作，部分来源

于互联网），生 动 地 演 示 抽 象 的 概 念、结 构 或 过 程。
图片结合动画、视频及声音，可对学生的多种感官进

行刺激，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习效

率。例如，我们在前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即使采

用了平面图片，仍然有较多的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

“肽平面与α碳原子间形成的单键可以自由旋转”这

个概念，从 而 影 响 其 对 蛋 白 质 的 二 级 结 构 的 理 解。
这时采用ＦＬＡＳＨ动画演示（动画略），就 很 好 地 解

决了这个问题。再如，在讲解脂肪酸β?氧化过程的

脱氢、加水、再脱氢及硫解４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对

这四步反应分别进行了特别处理：脱氢和再脱氢过

程以彩色显示并加以“飞出”的动画；加水配以彩色

标记及流水声音；硫解则以彩色标记加断裂声音。

１．２　构建网络教学支撑平台［２，３］

　　利用校园网资源，构建网络教学支撑平台。这

一平台有网络课件、在线自测、在线答疑、动画库及

学生意见反馈等几个组成部分，而且均可在线提供

给学生使用。

　　网络课件主要指教学时使用的ＣＡＩ课件，也包

含一些其他的参考课件，可在线阅读或下载使用，帮

助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在线自测包含大量的

标准试题和参考答案，供学生课后进行自我测评；同
时，每一章内容也都配备一些练习题和思考题。在

线答疑则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也是课

后师生间互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多年教学中我们

发现，一部分很好学的学生由于个性原因，总习惯于

埋头苦学，却羞于向老师请教，这对学习效率影响很

大。动画库包括我们教学课件中使用的各种动画，
此外还有大量的课堂中未使用的但又很有参考价值

的动画，可供学生在线学习或下载使用。此外，必须

引起教师注意的是，ＣＡＩ课件的使用者是教师，受教

对象却是学生。因此，必须从学生的角度来理解，学
生的反馈意见，无疑是我们完善新平台最好的材料

源泉。我们期望利用这一网络平台，增进师生间的

互动，同时也激发学生对生物化学知识的好奇心，提
高学习的主动性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１．３　改革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

　　传统的《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一般包括四大技术

或方法：分光光度法、层析技术、电泳技术和离心技

术。一般的教学模式都是通过相对独立的一些验证

性的实验，或一些相对简单的综合性实验，分别学习

上述四大技术或方法［４］。这对于学生迅速掌握四大

技术或方法是很有利的，但是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

在学生进入实习阶段后迅速暴露出来。很多学生无

法综合运用已有的生物化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
解决一些相对简单的实际问题。如有些学生知道如

何应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蛋白质含量，却不知道

如何测定他 们 几 乎 每 天 都 喝 的 牛 奶 中 的 蛋 白 质 含

量，也无法对科研中获得的一些核酸或蛋白样品进

行定量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生物化学教学模

式不能真正的训练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不能很好的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鉴于此，我们对《生物化学》实验内容和教学方

法都进行改革。一方面，在综合性实验中，不再实行

“老师示范学生模仿”的实验教学模式，而是让学生

阅读教材和查阅相关资料，进行独立的实验操作和

自我评价，最后由老师总结，希望藉此提高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引入设

计性实验，由学生自行分组，每组２～５人。各小组

确定一个主题，如检测蔬菜的农药残留、测定某种果

蔬的蛋白质或糖的含量、人血液中某种酶活性的检

测等，并根据 主 题 设 计 实 验 方 案，组 织 实 验 操 作 步

骤，自行配制所需试剂，选择所需实验仪器等等，在

实验方案获得老师认可的前提下，各组独立完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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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并作出自我评价。这样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能让学

生综合运用已知的知识与技能，独立分析与解决问

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动手能力。

２　教学改革效果分析

２．１　ＣＡＩ课件完善后的使用效果

　　通过组织师生间的座谈、交流以及问卷调查，有

８５％左右（问卷的具体问题和数据略）的学生认为，
我们的ＣＡＩ课 件 非 常 形 象 生 动，通 俗 易 懂，有 利 于

加快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与理解。学生普遍认为，
将声 音、图 片、视 频、动 画 和 文 字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的

ＣＡＩ课件，能很好地将一些不易理解的微观的反应

过程（如ＤＮＡ复 制）形 象 的 展 示 出 来，并 大 大 提 高

学习效率。此外，ＣＡＩ课件的趣味性，可以很好地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２．２　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使用效果［５］

　　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网页的统计数据显示，学生

总体访问量呈 Ｗ 型分布，即第一次授课后、期中考

试前一周、期末考试前一周，访问量达峰值，其他时

间访问量较少。通过座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课件下

载率为１０％左右，标准试题在线自测率为５％，在线

答疑６９人 次。这 些 数 据 说 明，借 助 网 络 平 台 的 资

源，很好地启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

线答疑，更为师生间的交流与沟通，开辟了一条新的

渠道。当然，相对于６５０人的授课对象，这些数据都

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在平台反馈意见一栏，收集到了许多很有价值

的建 议。学 生 分 别 从 网 络 平 台 的 使 用 方 便 程 度、

ＣＡＩ课件的制作质量、师生多渠道沟通等方面提出

意见和建议，也有学生针对教师授课方式的提出意

见。这些建议和意见，对于完善我们的网络教学支

撑平台，改进 教 师 授 课 方 式，促 进 师 生 间 的 良 性 互

动，都不无裨益。

２．３　实验教学改革的效果

　　通过改 革 综 合 性 实 验 教 学 的 模 式，让 学 生“被

迫”去主动预习、查阅资料并安排实验步骤和进程，
综合运用已有的生物化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独

立完成实验内容并进行自我评价。而在综合性实验

基础上开展的设计性实验，学生还要设计整个实验

内容，这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

统计，学生自我设计的实验内容几乎涵括日常生活

的各个方面，如 测 定 牛 奶 的 蛋 白 质 含 量、水 果 的 糖

分、果蔬的农药残留、大米的淀粉含量、自来水的重

金属含量等。教学效果表明，虽然实验难度增加、对

学生自身综合素质要求更高，但设计性实验更受学

生的欢迎。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这是因为这些设计

性实验内容 贴 近 生 活，实 用 性 强，学 生 兴 趣 非 常 浓

厚。同时，通过查阅资料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变被动

学习为主动学习，并进行独立操作和自我评价，大大

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

３　结束语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主导整个教

学过程，其优点是有利于保证教学进程的顺利开展

和教学目标的完成。缺点是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

态，限制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不利于学生学习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的教学改革就是为了

发挥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教师要主动改变填鸭式

教学的观念，引导和启发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但是，在《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也应

该注意到，ＣＡＩ课件和网络教学支撑平台始终是课

堂教学的辅助手段，不能完全取代教师讲课。教师

虽然不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中心，但仍然是两个中

心中的一个，千万不能认为有了ＣＡＩ课件和网络平

台，教师只要回答一些问题就行了。教师一方面仍

要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科学地利用各种教学辅助

手段，认真讲解好课程。另一方面，教师应该更加主

动地与学生多沟通交流，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现在学生获取知识的渠

道和信息更加便利和多元化，问题也会五花八门，有
些问题无论难度深度都很大。这就要求教师还要加

强学习，注重知识的存储和更新，及时、准确解答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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