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技术制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样例

——以《新冠疫苗的研发》为例

一、 课程简介

《生物技术制药》是高职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优质核心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求精求新，以培养兴趣、增长知识、鼓励创新为目的，以阐明基本原

理和研究思路为重点，结合实例展示基本原理、工艺、特点、应用和最新进展，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

通过学习各类生物药物的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研究开发和发展前景，使

学生掌握现代生物制药的基本理论、生产工艺及生物技术药物在预防、诊断、

治疗中的应用，突出生物技术与生物药物的有机结合。为学生从事生物药物的

研发及生产奠定基础，培养富有创造、创新、创业精神和高素质实践能力的生

物技术人才。

二、在线教学设计思路

1.课程目标

知识能力目标：(1)了解生物药物的特殊性和生物制药工业的特点；

(2)熟悉生物制药工艺路线；设计与选择及其评价方法；

(3)熟悉生物制药的工艺研究技术；

(4)了解中试放大、生产规程和安全生产技术；

思政育人目标：本课程的思政教学建设目标为：使学生了解中外科学工作者

在生物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熟悉科研工作者严谨的科学作风，

突出培育爱国情怀，培养不惧艰险、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做事仔细严谨、善

于思考推理的科学思维。注重把辩证唯物主义贯穿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引导学

生树立求真求实、利用知识造福人类、积极实践的素养，努力培养有情怀、有

思想、有担当的专业人才。

2.信息化平台



3.教学资源

4.特色说明

①时政热点实时追踪，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理性辩证的看待问题

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学生对社会实时热点的关注，引导学生阅读优质资讯、

新闻，并积极通过所学的知识表达自己的想法，鼓励辩证看待问题，在网络教学

平台和智慧课堂上开启“头脑风暴”讨论，多角度地进行探讨，锻炼学生的思辨

能力，从而促进原创精神的发展壮大。

②互联网+”背景下，教育信息技术与线下教学的融合。

采取线上和线下相混合，要求同学们课前阅读和观看教师已事先上传到“职

学习资源平台、课程管理平台

网络直播平台、交流答疑平台



教云”的案例、PPT 和相关视频，并做好笔记；课中教师结合案例讲解生物制药

知识，学生思考、讨论和总结，整个过程注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课

后布置作业并上传云课堂，重视课外的主题拓展阅读。

5. 课程组织

三、教学实施方案--以《新冠疫苗的研发》为例

(一)课前设计

1）本节课课程目标

教学目标：

①传统疫苗的主要类型及其制备技术；

②传统疫苗的优缺点及发展前景；

③现代疫苗的主要类型及其制备技术；

④现代疫苗的优越性与存在的问题。

思政育人目标：

①对比了国内外 nCOVID-2019 疫苗研发情况，结合国内科研院校及企业情

况，突出国内科研人员及企业家在国家使命面前的担当盘点，增加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同时也让学生认识到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激发生的创新思维意识。



②在重组病毒疫苗部分，以腺病毒载体疫苗的研发过程为例设计教学案例，

在讲授专业基础理论的同时，弘扬科学家勇于探索、创新、家国情怀和坚韧不拔

的精神，激发学生追求科学的志趣，传承科学家的高尚品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③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新冠疫苗要不要接种”，促使学生逐步学会用辩

证方法去思考问题,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认识新冠疫苗成为世界重新开放的

唯一渠道，更好地理解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时代意义。

2）重点与难点

重点：现代疫苗的研制技术。

难点：现代疫苗的优越性与存在的问题。

3）课堂前测与后测

4)课堂讨论题

讨论题 1：国内外 nCOVID-2019 疫苗研发情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

成功进入临床试验，是我国科技进步的体现，也是大国形象、大国担当的体现，

更是对人类的贡献。）

讨论题 2：不同路线研发出来的疫苗优缺点。（促使学生逐步学会用辩证方

法去思考问题,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讨论题 3：新冠疫苗接种的必要性。（积极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持

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疫情面前不做旁观者，人人行动共筑健康长城。）

5）课程思政案例



案例 1: 陈薇院士的事迹。她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研究员，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抗击非典、埃博拉、炭疽等传

染病的杰出科学家，新冠疫情中的“逆行者。从抗击非典，到援非抗埃，再到此

次武汉抗疫，在生物安全领域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枕戈待旦，不断超越自己。

案例 2：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张文宏于 3月 26 日表示，新冠病毒变异是自然规律，已成为人类的“常

驻病毒”，新冠疫苗成为世界重新开放的唯一渠道。

二）课中组织

1.导入：通过钉钉教学群，推送一篇文章

《新冠疫苗的技术和研发路线》，总结

出疫苗研发的 5种技术路线，分别是灭活

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

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核酸疫苗（包括

RNA 疫苗和 DNA 疫苗）。进而根据技术路

线不同共分为三类疫苗。第一代疫苗：灭

活疫苗；第二代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第三代疫苗：核酸疫苗（包括 RNA 疫苗和 DNA 疫苗）。导出今天的主要内容：

疫苗种类、疫苗的设计原理。

2.讲授:① 第一代疫苗：

灭活疫苗的设计原理及其

优缺点。

②第二代疫苗：重组蛋白

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的

设计原理及其优缺点。

在第二代疫苗的讲解中，引入人民英雄陈薇院士的事迹。

③第三代疫苗：核酸疫苗（包括 RNA 疫苗和 DNA 疫苗）的设计原理及其优缺点。

小组讨论 1：国内外 nCOVID-2019 疫苗研发情况。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成功进入临床试验，是我国科技进步的体现，也是大国



形象、大国担当的体现，更是对人类的贡献。

小组讨论 2：不同路线研发出来的疫苗优缺点。

促使学生逐步学会用辩证方法去思考问题,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3. 引导学生归纳总结： 五种研发路线各自的优缺点。

4.结合社会热点问题

案例分析：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于 3 月

26 日表示， 新冠病毒变异是自然

规律，已成为人类的“常驻病毒”，

新冠疫苗成为世界重新开放的唯

一渠道。因此，对于一个新疫苗的面世，大众有各种担忧都是正常现象，但随着

时间推移，但越来越多人接种后反馈没有问题，也会让更多人愿意接受它。“同

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另外一个疫苗接种的必要原因：国际化。”张文宏介绍，目

前，国际上的发达经济体都在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预计今年 6月至 9月将基本

完成免疫屏障的建立，之后，世界开放，互联互通，若我们没有完成足够数量的

疫苗接种，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之前，我们可以通过物理隔离来解决，但未来，

若更多经济体实现疫苗接种后群体免疫，我们也必须避免新冠病毒带来的、远远



超过其本身的不良后果。”接种率最好能达到 80%。

根据上述张文宏医生的言论，学生讨论社会热点问题“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有效性与政治上必要性，理解人与社会，整体与部分统一的辩证关系。

三）课后任务拓展提升

案例分析：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奥运代表

团不仅收获了骄人战绩，而且 777 人无一新冠病

例，全部安全回家，实现了代表团出征前立下的

“零感染”目标。在日本本土疫情不容乐观，感

染人数日益递增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能平安归

国，截至目前无一人感染新冠病毒，这引来外媒

聚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学生分组讨论：那些措施可以保障运动员的安全？

老师揭秘：在常规的口罩、消毒设备、疫苗等防疫措施以外，中国代表团背

后还有一项名为“光疫苗”的黑科技。

课下，在线上学生会提出很多问题，教师会跟同学在线上钉钉群随时交流这

些问题，对于答案，教师不急于给出，信息便捷的社会，先引导学生自己查找资

料，重在讨论，而在下次线上课时，对于答案进行梳理。

1.两种疫苗能不能混打？面对德尔塔变异株，现有疫苗是否还有保护作用？

2.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屡屡“破防”，导致普通疫苗可能失效、甚至引发 ADE

效应（推送文章：《病毒无间道：新冠疫苗反成“德尔塔”帮凶？》）的情况，

哪一种疫苗会是更好地选择?

3.打一针的疫苗和打三针的疫苗哪个更好？

4.新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胞）和新冠病毒灭活疫苗（CHO 细胞）有什么区别？

四）教学活动照片

1）课前预习提问



2）课中讨论交流

3）课下任务拓展

四、课程思政内容挖掘

1）生物技术制药部分教学内容思政元素设计
表 1 生物技术制药部分教学内容思政元素设计

课程内容 理论知识点 思政内容设计 思政元素

绪论 生物技术简史之传
统生物技术

以“曲”做媒的酿造技
术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爱国情怀，加
深学生对本民族历
史、文化的自信与认
同。

生物技术简史之近
代生物技术

青霉素的发现
屠呦呦与青蒿素
结晶牛胰岛素的发
现

民族自信、专业自信



生物技术简史之现
代生物技术

DNA 双螺旋结构，
人类基因组计划

培养创新精神、科学
精神，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

生物技术制药特征
之长周期

新冠疫苗研发过程
中，与时间赛跑的中
国科学家事迹

以科学家为榜样，树
立崇高的科学、奉献
精神

基因工程制药 基因工程制药发展
概述

社会科学家童增《最
后一道防线 中国人
基因流失忧思录》

将生物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培养学生国
家安全意识。

目的基因的获得 核酸保健品
“黄金大米”事件
方舟子与崔永元“转
基因的争论”
基因编辑婴儿

认识事物的两面性，
辩证地看待问题以
及正确的伦理道德
观。

基因工程药物的分
离纯化—吸附

不 同 类 型 抵 抗
PM2.5 微粒口罩

独立思考，联系实
际，用所学的知识分
析解决问题

基因工程药物的制
造实例

微博《流感下的北京
中年》与流感疫苗；
超级细菌与抗生素
滥用

要根据患者具体情
况合理用药，认识事
物的两面性。

动物细胞工程制药 动物细胞概述 关爱实验动物 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真核表达载体--腺
病毒

陈薇与埃博拉疫苗 彰显了一个负责任
大国的风范和担当
精神

动物细胞产品实例 电影《我不是药神》 认识到研制高效廉
价新药的社会责任
感和紧迫性。

抗体制药 抗体概述 免疫功能两面性，细
胞因子风暴

促使学生逐步学会
用辩证方法去思考
问题, 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

单克隆抗体 我国单克隆抗体市
场情况

激发生的创新思维
意识，提高医学生的
创新能力。

疫苗 疫苗种类、疫苗的设
计原理

国 内 外
nCOVID-2019 疫 苗
研发情况。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疫苗成
功进入临床试验，是
我国科技进步的体
现，也是大国形象、
大国担当的体现，更

通过 SARS 和 新冠
疫情国家的处理方
式，树立学生的道路
自信 、制度自信与
严谨的职业态度



是对人类的贡献。

传统疫苗及其制备
技术

不同路线研发出来
的疫苗优缺点。

促使学生逐步学会
用辩证方法去思考
问题, 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

现代疫苗的制备技
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于 3 月 26 日表
示， 新冠病毒变异
是自然规律，已成为
人类的“常驻病毒”，
新冠疫苗成为世界
重新开放的唯一渠
道。

积极参与新型冠状
病毒疫苗接种，持续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疫情面前不做旁观
者，人人行动共筑健
康长城，激发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疫苗的质量评价 2018 年长春长生疫
苗事件；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格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

立足 “规则意识教
育”,强化遵纪守法意
识。

植物细胞工程制药 植物细胞工程发展
简史

细胞学说的发展历
程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
是依赖于前期科学
研究的基础，遵循着
不断创新、不断进步
的科学发展规律。

植物细胞培养的基
本技术

南方红豆杉的非法
利用；刷爆朋友圈的
“干枝杜鹃”为什么不
能买？！

红豆杉树皮的非法
剥取和红豆杉组织
培养案例相结合，引
导学生加强法律意
识，不做违法之事，
更深刻地意识到可
持续利用的重大意
义。

植物细胞的形态生
理特性

根深叶茂与本固枝
荣的生物学机制；细
胞结构和细胞器分
工

国家稳定与社会发
展，政治认同；社会
责任与社会分工（家
国情怀、公民品格）

酶工程制药 酶与酶工程概述 酶与蛋白质的共性
与个性

辩证思维

酶和细胞的固定化 核酶的发现 科学精神以及创新
思维的培养

酶工程在医药领域
中的应用实例

酶工程技术改变生
活；一个酶（Taq 聚
合酶）支撑一个产业

社会责任和造福人
类

发酵工程制药 发酵工程发展的四 新中国抗生素产业 引导学生思考



个阶段 发展 在在党和国家的正
确领导下，我国抗生
素产业从建国之
初的“0”到如今的抗
生素生产大国，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发酵工程的应用实
例

中国维生素 C 产业
化在国际化上的强
势崛起

树立科技强国的理
想与抱负（全球视
野、政治认同、爱国
情怀）

2）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科学史话 青霉素的发现

通过融入《青霉素发现》思政

案例的讲解，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

花费多年的时间研究对付葡萄球菌

的办法，终于在 1928 年的一天早

晨，在一只葡萄球菌培养皿里发现

了一团青绿色的霉毛。他拿到显微

镜下去看，发现在霉斑附近的葡萄

球菌死了！难道这就是他苦苦寻找的葡萄球菌的克星？很快他通过实验证实了

这种青绿色霉菌的培养液可以杀死葡萄球菌。这一伟大的发现后来经过英国医

生佛罗理和钱恩的后续研究，终于促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抗感染药物青霉素

的出现。虽然有人在评论青霉素的发现过程时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是个偶然然

而细想一下便可知这与弗莱明几年的苦心寻觅是分不开的，与他一贯认真、细

致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正如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在观察的领

域中，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我们要让学生明白，青霉素的发现和

大量生产，当时拯救了千百万脑膜炎、肺炎、脓肿、败血症患者的生命，二战

期间抢救了许多的伤病员。其贡献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高效低毒的抗感染的好

药，更重要的是它的发现让医学科学家找到了发现抗感染药物的新方法，即从

细菌的培养液中寻找抗感染药。因此，在它出现后，他们很快按照此方法找到

了链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有效抗感染药物。很多感染

性疾病得到控制，我们不再恐慌于“瘟疫”。



中国智慧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 年，10 月 5 日，17 点 30 分，我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

医学奖的新闻迅速传播全世界，全球华人、全国人民为之欢呼，为之自豪，为

之振奋。

我国药学家获得 2015 年诺贝尔医学奖具有深远而重大意义。

1.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

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2.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诺贝尔奖。

3.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4.是从中医药伟大宝库中挖掘的一块瑰宝。

5.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巨大贡献的体现。

6.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

7.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

8.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

9.是我国第一位女科学家获奖。

10.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下的一大功劳。

辩证思维：细胞因子风暴

细胞因子是一种蛋白质，它

是免疫系统的信标，就像侦查兵

一样。细胞因子把免疫细胞召集

到肺部，对病毒进行猎杀。过量

的细胞因子，刹那间召集来超量

的免疫细胞，在猎杀病毒的同时，

也会攻击血管，；令血管壁变得

非常容易穿透，因此，静脉、动

脉、毛细血管都开始渗漏血液。免疫功能两重性、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免疫

耐受与自身免疫、免疫损伤与免疫保护等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矛盾体，

其实质是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内部联系，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在其中充满辩证统

一的思想。在免疫学教学中始终贯穿唯物辩证法的思维，让学生以辩证法的观

点认知和把握免疫系统应答的规律，正确理解和掌握医学免疫学知识，培养学



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提高分析解决问题和创新的

能力。

法律意识 南方红豆杉的非法利用

南方红豆杉的韧皮部中含有抗癌化合物紫杉醇，在相关报导后，一时间我

国南方红豆杉遭到了毁灭性的“扒皮”，造成了大面积南方红豆杉的死亡。目

前该物种已经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即便如此，很多人缺乏法律意识，

还是会挺而走线去剥南方红豆杉的树皮，甚至砍伐树木去剥树皮而获牢狱之灾。

通过这个案例结合南方红豆杉的组培技术，引导学生加强法律意识，不可做违

法之事，同时更深刻地意识到可持续利用的重大意义。

科技强国和社会责任

国维生素 C合成工艺在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说“一颗维生素 C，

见证了中国大国崛起”。这个案例的使用可用于强调中国科学家以科技报效祖

国，引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维生素Ｃ是人体营养必需的一种维

生素，广泛用于医药、食品、饲料及化妆品产业中。传统维生素Ｃ的生产方法

是 1933 年德国人发明的“莱氏化学法”，该方法工艺复杂，生产条件苛刻。而

中国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员则另辟蹊径，采用混菌法，以 L-山梨糖为原料，

将氧化葡萄糖酸杆菌(“小菌”)和假单胞杆菌(“大菌”)组合成混菌发酵生成

(一)2-酮基-L-古龙酸，再进行转化精制得到维生素 C。新工艺既环保成本又低，

故生产出来的维生素Ｃ具有极大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打破了瑞士罗氏公司、德

国巴斯夫和日本的武田制药的维 C垄断联盟。中国凭借先进的“两段发酵法”

逐步扩大了维Ｃ的生产，由于成本低、价格低，到今天，全球超过 90%的维 C

由中国药厂生产和提供。如今，中国具有维 C绝对的产量权和定价权。在小小

维生素 C上的竞争，中国科技显示了自己的实力，也见证着中国大国崛起的全

过程!通过这个案例，相信同学们会产生深深的自豪感，并引导同学们努力学习，

树立科技报国、科技爱国、科技强国的情怀。



五、课程总结

在《生物技术制药》的课程教学中，我们坚持在专业的知识传授中正确的价

值观，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探索其中蕴藏的人文精神价值，尝试以交叉学科视角

去多角度回答问题。用贴近生活的案例作为课程素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专业特色结合起来，多角度丰富课程内容，多维度设计课程作业，让学生们学有

所思，思有所获。同时，围绕立德树人核心，让生命科学教育在健全人格、树立

正确价值观方面产生联动效应，将思政教学巧妙融入学生和教师的学习和生活点

滴之中，实现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结合，做到知行合一，实现“教

书育人”的终极目标。

六、思政融合心得体会

1．教师从自身做起，剔除刻板印象，转变课程思政切入点

当今的思政教育，早已不是“洗脑”、“填鸭式”的代名词，教师应从自身

做起，改变对思政教育的刻板印象，发掘更多的切入点和可能性，学生也会给出

更多惊喜的改变。时事热点身边以及身边同龄人的事迹，都可以融入到课程的内

容中去，形式应当更加丰富、信息传达应当更加灵活，反馈的途径应当更加畅通。

2．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以表达代替灌输

在学生思政教育接收情况的反馈方式中，当属学生的自我表达最为有效，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不仅省去了“苦口婆心”的力气，也能从旁观察并加

以引导，是双向的，积极的反馈沟通渠道，也是生物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得天独

厚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