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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将生物科学前沿发展嵌入高职《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中，以满足

临床实践的需求。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临床医学对生物化学知识的需求逐渐增加，

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医学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将最新的生物科学研究成果纳入

高职《生物化学》课程，以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践水平。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教学

实验，探讨了生物科学前沿发展对高职《生物化学》课程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结果表明，将生

物科学前沿发展嵌入课程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临床实践能力。同时，本研究还提出

了一些具体的教学策略，如通过案例教学、研讨课和实验课程等方式，将最新的生物科学研究

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师需要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掌握最新的科研动态，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本研究的结论是，将生物科

学前沿发展嵌入高职《生物化学》课程不仅可以满足临床实践的需求，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素养，对提升职业医学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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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frontier developments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nto the Biochemistry course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practice.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biochemical knowledge in clinical medicin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medicin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the latest biological science research results into the Biochemistry
course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practical level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eaching experi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ortance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 frontier
developments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nto the Biochemistry cours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mbedd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biological sciences into the cours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ir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ie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case-based teaching, seminars, and laboratory courses, to integrate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into the curriculum.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crucial role of teachers in this process,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teachers to continuously update their knowledge base and stay abreast of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to better guide student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ntegrating the frontier
developments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nto the Biochemistry course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clinical
practice but also fosters student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research literacy, thereby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Keywords: Biochemistry course; Frontier of biological sciences;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strategies;
Medic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引言

（一）生物化学课程现状分析

目前，《生物化学》课程在职业教学体系中占据重要位

置，是医学、药学等多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然而，随着生命

科学领域的飞速发展，传统的高职《生物化学》课程内容和

教学方法显得相对滞后，难以满足学生实际需求和社会发展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26

要求。

课程内容上，传统的高职《生物化学》课程主要集中于

基本概念、经典理论和基础实验，教材内容较为陈旧，更新

速度缓慢，难以及时反映生物科学领域的新进展和新发现。

教学方法上，传统的高职《生物化学》课程通常采用以教师

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课堂互动较少，学生参与度不高，学

习体验较为被动。此外，实验课教学也局限于基础操作和验

证实验，学生缺乏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锻炼。

面对上述问题，现行的高职《生物化学》课程难以充分

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力，学生在毕业后难以快速适

应临床实际工作的需求。因此，课程改革势在必行，迫切需

要将生物科学的前沿发展嵌入到高职《生物化学》课程中，

通过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和评价体系改革，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二） 教学改革的重要性与意义

在“十四五”规划当中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表明：

“实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

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其中，尊重和激

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和发展能力，正是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的关键发展方向。目

前，医药专业课程《生物化学》的教学仍然是以专业基础知

识为主，在传统教育模式的熏陶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已经

习惯于知识的传授和被动的接受知识，缺乏对自身创新思维

与能力的培养。

高职《生物化学》课程作为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核心

学科，承载着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重要任务。然

而，传统的高职《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模式存在诸多问题，

难以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临床实践需求。

教学改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随着生物科学的迅猛发

展，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不断涌现，对生物化学教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临床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复杂疾病的研究需要学

生具备扎实的生物化学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传统的教学

模式已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亟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改革。通

过引入生物科学前沿发展成果，更新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

的教学方法，结合实际临床案例，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创新能力。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和实践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将

生物科学前沿发展与高职《生物化学》课程有机结合。首先，

通过引入最新的生物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丰富课程内容，

使学生能够紧跟学科前沿。其次，通过设计和实施基于临床

实践需求的教学案例和实验项目，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真实的临床案例分析和实验，学生

可以更好地理解生物化学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为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生物医学人才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它不仅可以提高高职《生物化学》课程的

教学质量，还可以为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

鉴。

一、生物科学前沿发展概述

（一）近年来生物科学的重要突破及临床应用案例

近年来，生物科学领域取得了众多重要突破，这些突破

不仅丰富了科学界对生命现象的理解，也为临床医学提供了

新的诊疗手段和理论基础。

其中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

项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已经被用来治疗一些遗传性血液病，如

地中海贫血和镰状细胞贫血等。

液体活检技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沿技术，它通过分析血

液中的游离 DNA来检测癌症。这种技术具有非侵入性、准

确性高、实时监测等优点，已经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免疫治疗作为前沿技术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也值得关

注。CAR-T细胞疗法是一种将患者的 T细胞进行改造，使其

能够识别并杀死癌细胞的新型治疗方法。临床研究表明，

CAR-T 细胞疗法在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表现出显著

疗效。

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应用也为临床实践带来了变革。这项

技术能够在单细胞水平上分析基因表达情况，揭示细胞间的

差异和相互作用。例如，在肿瘤研究中，单细胞测序可以帮

助科学家了解肿瘤异质性及其演化过程，使得个性化治疗方

案的制定更加精准。通过对肿瘤组织进行单细胞测序分析，

医生可以确定肿瘤细胞的特异性基因表达模式，从而选择最

有效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

这些前沿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精

确度，也推动了生物化学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革

新。通过将这些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案例融入教学，学生可以

更好地理解生物化学原理的实际应用，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对高职《生物化学》教学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生物科学的前沿发展对高职《生物化学》教学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前沿科学的突破为

生物 化学课 程注入 了新的 活力。 以基因 编辑技术

CRISPR-Cas9为例，通过讲述 CRISPR的工作机制，学生可

以更好地理解 DNA修复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原理，这些都是

传统生物化学课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其次，前沿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实验课程更加多样化和实

际化。过去的《生物化学》实验课程多以基础实验为主，比

如酶活性测定、蛋白质纯化等。而现在，随着前沿技术的发

展，学生有机会在实验课程中接触到如单细胞测序、高通量

筛选等先进技术。这可以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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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此外，前沿发展还促使教学方法的更新换代。传统的课

堂教学方式逐渐被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所取代。教师在讲解

复杂的生物化学原理时，可以借助虚拟实验室、在线模拟等

工具，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理解抽象的概念。例如，在讲

解蛋白质折叠时，可以利用计算机模拟展示不同条件下蛋白

质的折叠过程，从而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这一过程。

综上所述，生物科学的前沿发展对高职《生物化学》教

学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无论是教学内容、实验课程设计，

还是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都在前沿技术的推动下不断革

新。这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也为培养具有动手能力和科学

素养的医学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基于临床实践需求的教学内容设计

（一） 临床案例融入生物化学原理教学

在高职《生物化学》原理教学中融入临床案例具有重要

的教育价值，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深度。临

床案例提供了一个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平台，使学

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生物化学原理在临床医学中的实际应用。

生物科学前沿发展动态嵌入章节及主要内容如表 1所示：

表 1 《生物化学》课程嵌入前沿发展动态内容及章节

序号 嵌入内容 嵌入章节

1

蛋白质组学，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

结构，蛋白质作为生物催化剂在精

细化学物，手性药物制备方面的研

究进展等

蛋白质

2 基因编辑，液体活检技术等 核酸

3 维生素缺陷疾病研究进展等 维生素

4

免疫疗法，酶结构（一级结构、高

级结构）与其功能之间构效关系的

研究进展等

酶

5
生物氧化与抗衰、抗癌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
生物氧化

6
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及新型治疗手段

的研究进展
糖类代谢

在实际教学中需关注以下几个要点：首先，案例的选择

应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并能够突出生物化学原理在疾病诊

断和治疗中的关键作用。其次，临床案例的设计应注重互动

性和参与性。教师可以将案例设计成小组讨论或角色扮演的

形式，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互动。此外，临床案例的应用应

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从理论讲授到实验实践，再到课后作业。

最后，教师在设计和实施临床案例教学时，应注重与时俱进，

及时更新案例内容。生物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研究成

果和临床应用不断涌现。教师应密切关注生物科学前沿动

态，选择最新的临床案例融入教学。

通过合理选择和设计临床案例，将其有效融入生物化学

原理教学，可以大大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创新能力。这对于推动生物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满足临床

实践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二） 实验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实验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在高职《生物化学》课程改革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理论知识

的应用水平，实验课程需要进行全面的设计与优化。

首先，在实验课程的设计中，应注重临床相关实验的选

择与整合。其次，实验课程应强调跨学科知识的融合。生物

化学与医学、药学、分子生物学等关系密切，因此可以设计

一开放性实验项目，如自主设计一个基于实际疾病的生物化

学实验，鼓励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和查阅的文献，自行设计实

验方案并实施。

实验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反馈至关重要。

教师应在实验前详细讲解实验原理和操作步骤，并在实验过

程中实时指导和纠正学生的操作错误。此外，通过实验报告

和实验结果分析，教师应对学生的实验过程进行详细评价，

指出不足之处并给予改进建议。

为了增强实验课程的实效性，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如虚拟实验室和在线实验教学平台。这些平台可以提供

生动的实验过程模拟和操作演示，使学生在正式操作前就能

熟悉实验步骤，减少实验中的误操作，提高实验效率。

总的来说，通过精心设计与实施的实验课程，不仅能使

学生掌握生物化学的基本实验技能，还能提高他们将理论知

识应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为未来的科研和临床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三、教学方法与评估体系的创新

（一）互动式教学法的应用

互动式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来促进学习的教学方式。在高职《生物化学》课程中

应用互动式教学法，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理解

深度。

互动式教学法的核心是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例

如，在讲解酶的作用机制时，教师可以设置一个情景案例，

让学生分组讨论并模拟酶催化的不同阶段，进而理解酶的动

力学性质和特异性。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也是互动式教学法的重要手段。借助

多媒体课件、在线学习平台和虚拟实验室，教师可以向学生

展示生物化学中的复杂分子结构和反应过程，使抽象的概念

变得具体和生动。

总之，互动式教学法在高职《生物化学》课程中的应用，

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还能培养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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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这种教学方法契合了现代教育理念，为高职《生

物化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 教学效果反馈机制建立

为确保教学改革的有效性和持续改进，建立科学合理的

教学效果反馈机制至关重要。在课程中，教学效果反馈不仅

是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更是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优化

的关键依据。以下将从反馈渠道、反馈内容、反馈频率和反

馈结果应用四个方面探讨教学效果反馈机制的建立。

首先，多样化的反馈渠道是确保反馈机制有效运行的前

提。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在线问卷、即时反馈

系统等方式，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表达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反馈内容的全面性决定了反馈信息的质量。教学

效果反馈不仅应关注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还应涵盖教

学方法、课堂互动、实验操作、课后作业等多个维度。通过

综合分析这些指标，可以全面了解教学过程中的优势和不

足，为后续改进提供有力依据。

再次，反馈频率的适当性影响了反馈机制的及时性和有

效性。过于频繁的反馈可能导致学生的疲劳和敷衍，而反馈

周期过长则可能错过最佳改进时机。因此在课程的不同阶段

应当设置不同的反馈频率。比如，在课程初期和中期，可以

每两周进行一次反馈，以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在课程结束

时进行全面的总结性反馈，系统评估整个学期的教学效果。

此外，重大教学活动或实验课程结束后，也可以进行专项反

馈，确保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最后，反馈结果的应用是反馈机制的最终目标。收集到

的反馈信息应由专门的教学管理团队进行整理和分析，形成

详细的反馈报告。教师应根据反馈报告，反思自身教学中的

不足，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总之，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效果反馈机制是提高高职

《生物化学》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通过多样化的反馈

渠道、全面的反馈内容、适当的反馈频率和有效的反馈结果

应用，可以不断优化教学设计和方法，满足临床实践需求，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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