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技术制药》教学实施报告

——以《新冠疫苗的研发》为例

一、 课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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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

1.选取的教学内容：新冠疫苗的研发

2.本节的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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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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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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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课前翻转课堂学习，构建自主学习环境，注重对于学情的探究，利用课后拓

展任务、学情反馈单等手段掌握学情，因情施策。课中交流互动学习，依据成果

导向理念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点燃学生热情。课后任务拓展学习，

布置进阶任务，强化知识技能。



7. 教学条件

1）信息化平台

2）教学资源

三、教学实施方案--以《新冠疫苗的研发》为例

学习资源平台、课程管理平台

网络直播平台、交流答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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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病毒载体疫苗是由陈薇院士领衔的

研发团队和康希诺生物公司合作研发的。

54 岁的陈薇院士，已与病毒抗争了 29 年，

有“疫苗将军”的美誉。她的身份从此不只是“弃笔投戎”的清华学霸、《战狼

2》中 Dr.Chen 的原型人物、“病毒终结者”，更是实至名归的“人民英雄”！

阻击非典、抗击埃博拉挺身而出，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居功至伟。他们以生命赴使

命，用大爱护众生。是他们让我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手中我有最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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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引导学生归纳总结： 五种研发路线各自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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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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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任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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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

本次课程成绩评定采用线上教学评价与线下教学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小组成

绩包括思政案例平台参与讨论得分、思政案例小组讨论和汇报得分。注重学生的

过程性、表现性，注重对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中的各个学习环节的考核。



五．教学效果

1）教学活动照片

课前预习提问

课中讨论交流

课下任务拓展

2）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

校内听课老师评价：给学生更多自主思考的时间空间,耐心地给学生讨论、

思辨的机会,让学生自己去找到答案,并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校外同行评价：将思政教育案例与课程的教学内容巧妙结合,在潜移默化中

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学生评价：课程内容富有创新性，对于案例的讲解引人入胜；期待今后与老

师一起探讨更多的社会热点案例，争议越大的案例越好，通过热点案例的分析与



演讲，能更深入地学习这门课程。

六、教学反思与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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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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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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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