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授课专业： 食品生物技术

课程名称： 生物技术之制药

案例名称： 天使与魔鬼--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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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单元二：基因工程制药 单元学时 18

本课时

任务

2.3：基因工程药物生产的过

程
课时数 2 学时

授课场所 格物楼 A420 授课形式 理论

学情分析

（客观分析学生知识基础、认知能力、学习特点、专业特性等，详

实反映学生整体与个体情况数据，政治思想状况，准确预判教学难

点及其掌握可能。）

本门课的授课对象为食品生物技术大二的学生，学生专业基础知识不够

扎实,行为习惯不够规范，职业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药品是一种特殊的

商品，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使用不当或者品质不佳亦可带来严重的后果。这

就要求药品从业者要有严谨和细致的工作态度，同时也需要有高尚的品德。

“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后，大学生群体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多样与复杂，

既要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同时，也在网络生活中受到多元思想的影响与干

预，使自身的价值观和思想受到干扰。同时，当代大学生群体作为“互联网

+”时代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人，本身的时代性因素相对较强，呈现出网络应

用与参与的普遍化和全过程化，而网络生活与传统的线下生活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尤其是网络言论的多元与多样，这就进一步影响到大学生群体思维方

式、资料获取方式以及情感意识，呈现出多元需求下的网络自发探索现象。

而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生活的参与过程中，由于缺乏一定的“把关”能力和辨

识能力，便会使自身的固有思想价值受到冲击。

学生正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往往思想比较单纯，

想法较为简单，看问题较为片面。专业课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时要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于专业知识讲授中，以

丰富生动的案例让学生弄懂悟透，并最终付诸实践，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教学目标

思政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通过三个案例的穿

插讲解，使学生梳理

生物国家安全意识，

保护自己国家基因

资源的意识，培养学

生科研诚信意识以

及明确科研工作者

需要承担的职业伦

掌握基因工程药物

生产的主要程序过程。

能说出什么是基因工程药

物，在现代医药领域中，基

因工程药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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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 ，社会伦理

责任和未来伦理责

任。

课程思政

融入知识点 基因工程技术

融入方式 案例分析

思政元素 生物国家安全、社会伦理责任

思政资源

课程思政案例一：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

童增曾因工作关系在 1998 年参加了一个“中国西部

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他后来发现，美国、

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

研究。童增当时感到中国人遗传基因这样流失出去可能会

对我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于是，他站出来力阻此事的

进行，当时，国内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课程思政案例二：基因编辑婴儿

2018 年年底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贺建奎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在至少七对艾滋病夫妇的受精卵中修改了一

个名为 CCR5 的基因，而且一对夫妇的双胞胎女儿已经出

生。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浙江大

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家王立铭就曾做出过详细解读。这一

事件让我们思考，狂飙突进的生命科学研究究竟有无伦理

和监管的边界。

课程思政案例三：“湖南黄金大米”事件

2012 年 8 月 1 日，一篇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术期刊《临

床营养学》上的题为《“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

油胶囊中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 A 同样有效》的

论文里写到，2008 年 5 月-6 月，美国塔夫茨大学曾对中

国湖南衡阳市 25 名 6-8 岁的小学生进行过转基因大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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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试验。论文的作者中有三名中国人。

黄金大米”是一种转基因大米，因色泽金黄而 得名，

它不同于正常大米之处在于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体增加

吸收维生素A。科学家研制它是为了治疗维生素 A缺乏症。

教学重点及

解决办法

教学重点：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过程

解决方法：基因药物生产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教学中利用动画形式

将复杂抽象的过程具体简单化。

教学难点及

解决办法

教学难点：基因工程技术一把双刃剑。

解决方法：结合案例“基因编辑婴儿”、“黄金大米”等，分组讨论，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双刃剑，有人用它研发新药为人类做贡献，有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罔顾科学伦理。

教学设计思

路

（描述如何结合课程定位，科学设计本单元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

合等情况。）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主要讲“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过程”，基因药物投入

市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

剑，是天使也是魔鬼。本节课引入三个知识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如何正确地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合理保护自己国家的基因资源，同时培养学生科研诚信

意识以及明确科研工作者需要承担的职业伦理责任 ，社会伦理责任和未来

伦理责任。

通过“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案例引入，意识到基因资源的重要性这

一点，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人的基因资源进行了举世震惊的巨大掠夺。

通过“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让学生认识到这项基因操作给这两位刚出

生的孩子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但付出的代价是各种根本无法预测和治疗的

遗传疾病风险。这样的操作显然不符合人类世界最基本的伦理底线。科学技

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双刃剑，我们应该尊重生命，遵守伦理。

通过“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让学生认识到“黄金大米”并没有经过严

格的前期论证就已经进入到了人体试验阶段，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违

背了科学家的职业习惯和规范，引导学生树立科研诚信意识以及明确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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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需要承担的职业伦理责任 ，社会伦理责任和未来伦理责任。

教学实施

（描述完整的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实施。包括教学内容、教师活

动、学生活动、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教学方法与手段、评价方

法和课后拓展等）

1. 导入

教师活动：复习上节课学习了基因工程制药的概述，引入今天学习基因

工程药物的生产过程。

学生活动：课前完成 MOOC 上《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过程》这一节的预

习视频，完成课前测。

2.新课讲授

给出定义：基因工程技术就是将重组对象目的基因插入载体，通过拼接

后转入新的宿主细胞，构建成工程菌，实现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并使目的

基因在工程菌内进行复制和表达的技术。

主要程序的讲解：基因工程药物生产的主要程序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包括目的基因的克隆；2.构建 DNA 重组体；3.将 DNA 重组体转入宿主菌构

建工程菌；4.工程菌的发酵；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分离纯化；5.产品的检验

等。

根据基因工程药物生产程序，得到以下生产过程：

首先获得目的基因，然后组建重组质粒、构建基因工程菌、培养工程菌、

产物分离纯化、除菌过滤、最后半成品检定、成品检定和包装。其中基因的

表达系统有原核生物系统和真核生物生物系统。选择表达系统主要考虑的是

保证表达的蛋白质的功能，其次是表达量的多少和分离纯化的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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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将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分为上游和下游技术。上游阶段是研究开发

必不可少的基础，它主要是分离目的基因，构建工程菌，主要在实验室完成。

下游阶段是从工程菌的大规模培养到产品的分离纯化、质量控制，该阶段是

将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商品化。下游下工技术主要包括工程菌大规模培养最

佳参数的确定、新型生物反应器的研制、高效分离介质及装置的开发、分离

纯化的优化控制、高纯度产品的制备技术、生物传感器等一系列仪器仪表的

设计和制造、电子计算机的优化控制等。

融入课程思政

钉钉群推送三篇文章和相关视频：1）当人类生命可以被设计：“基因

编辑婴儿”案背后的伦理；2）基因--人类最后一道防线；3）美国人做实验，

中国人做试验品“黄金大米”事件内外勾结瞒天过海。



6

头脑风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双刃剑，有人用它研发新药为人类做

贡献，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罔顾科学伦理,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黄金大米事件”,有些国家甚至在我们国家没有认识到基因资源重要性，

大肆对我国基因资源精心掠夺。同学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呢？

通过“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案例引入，意识到基因资源的重要性这

一点，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人的基因资源进行了举世震惊的巨大掠夺。

通过“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让学生认识到这项基因操作给这两位刚出

生的孩子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但付出的代价是各种根本无法预测和治疗的

遗传疾病风险。这样的操作显然不符合人类世界最基本的伦理底线。科学技

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双刃剑，我们应该尊重生命，遵守伦理。

通过“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让学生认识到“黄金大米”并没有经过严格

的前期论证就已经进入到了人体试验阶段，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违背

了科学家的职业习惯和规范，引导学生树立科研诚信意识以及明确科研工作

者需要承担的职业伦理责任 ，社会伦理责任和未来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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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小结

教师总结：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过程

学生活动：明确重点和难点。

4.课后任务

教师在钉钉课程学习群里推出三个关键词“SARS”、“基因武器”、“抽

血”，引导学生思考三个词之间的联系。

教学反思

（总结本节课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优点或成功之处，取得

的成效，目标达成情况，反思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或

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措施）

本节课主要学习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过程。在基因技术理论知识讲解的

同时，发挥基因工程案例教学的优势，通过对基因工程教学内容的梳理，找

准结合点，从生物国家安全、科研诚信意识、职业伦理责任努力挖掘与创建

专业知识体系中的体现思政教育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素材，将

其融合到教学案例中。本节课共选取了三个思政案例《当人类生命可以被设

计：“基因编辑婴儿”案背后的伦理》；《基因--人类最后一道防线》；《美

国人做实验，中国人做试验品“黄金大米”事件内外勾结瞒天过海》。

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科研观，站在伦理道德的高度对生命进行审视， 珍惜

生命和 尊重生命，善待他人；具备批判思维和辨明是非的能力，引导学生

理性的看待转基因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