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生物分离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授课教师单位：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授课教师姓名：白姣姣）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生物分离工程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学 分 1 学 时 16

开 课 专 业 生物工程 授课对象 大三学生

二、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描述《生物分离工程》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

包括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思政内容挖掘及教学融入等情况。）

《生物分离工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综合性强，又密切联系生产实际的专

业基础课，是生物工程专业主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作为生物反应下游过程的生

物分离工程，在整个生物反应工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生物分离工程》是研究

生化工业中生物制品分离和纯化的工程技术学科，主要介绍发酵液的预处理、细

胞破碎、沉淀技术、萃取技术、吸附与离子交换、膜分离技术、蒸发、结晶和干

燥等单元操作原理及其在生物工程技术领域的应用。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环保意识、

人文情怀、工程伦理、工匠精神等德育元素，可以使学生在获取生物分离工程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等方面也获

得深刻教育，使思政教育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真正实

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生物分离工程》课程部分章节教学案例如下表所示：

教学内容 思政要素

切入点

育人目标 教学方法

和手段

第一章

绪论

生物分离工程

在生物工程领

域的地位，生

物分离过程的

特点以及生物

分离过程的分

类。

 灿烂的中国
文化（古法酿造）
 以“清洁生
产”为融入点，结
合习近平总书记
在生态环境大会
的报告，引导学生
思考企业和个人
的社会责任和担
当问题

增强文化自信，
家国情怀和民
族自豪感、使命
感；培养学生的
环保意识和生
态文明观，把握
工程伦理的内
涵。

研讨法、案

例法

第二章

发酵液的预

发酵液预处理

的 目 的 与 方

 遵法守法与

社会责任

违规操作的危

害，培养学生严

案例法、情

境教学法



处理 法；絮凝及凝

聚技术原理；

发酵液过滤的

方法、影响因

素。

 危机意识，离

心机使用守则

 规则意识，违

规操作害己害人。

格执行操作规

程的良好职业

素养和极强的

责任心。

第三章

细胞分离技

术

细 胞 膜 的 结

构；机械法，

化学法和生物

法等破碎细胞

的基本原理。

 细胞生物学

中蕴含的矛盾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

 科学家的社

会责任：阿维菌素

的分离。

培养学生辩证
思维和科学精
神。

案例法

第五章

萃取技术

各种萃取技术

的原理、操作

过程、应用范

围 和 研 究 进

展。

 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本草纲
目》、《肘后备急
方》
 屠呦呦获得
诺贝尔生理医学
奖：青蒿素的提取
分离

培养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传承
中国优秀文化
的责任感并增
强学生的文化
自信与政治认
同。

案例法

第六章

膜分离过程

膜分离技术的

原理和分类；

浓差极化形成

的原因及危

害。

 以疫情防护

服和我国军舰淡

水供应为切入点，

引出膜分离技术

的重要性

使学生对我国

科学技术及强

大国力有了深

刻的认识，激发

学生的制度自

信、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热情。

案例法，讨

论法

第七章

吸附与离子

交换

吸附与离子交

换的特点；离

子交换的基本

理论过程；影

响吸附于离子

交换的因素。

 《天工开物》

中记载的作用脱

色

 离子交换树

脂之父何炳林的

事迹

引出学生对古

代智慧的认同，

培养学生敬业、

精益、专注、创

新的工匠精神。

案例法

第十章

浓缩、结晶与

干燥

浓缩、结晶与

干燥工艺原理

与应用。

 航天员王亚

平太空课堂第二

课“点水成冰”

进一步牢固树

立勇于探索、勇

于担当的意识，

增强民族自信

案例法，讨

论法



心和自豪感。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古籍国粹--浸渍里的生物技术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液固萃取过程及影响萃取的影响因素，了解液固萃取类

型，并结合相关分离物质的特性选择最优的萃取溶剂。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建立系统的工程思维，主动发现问题，提高学生解

决科学问题的能力，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及学科交叉以解决科学问题。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探索、分析、研究问题的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专

业认同感和使命感；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要勇于质疑，独立思考，让学生增进

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课堂教学方案

授课内容 第五章 第七节 液固萃取 授课对象 生物工程专业

大三学生

授课单位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教学创新

理念

本课程“以学生发展为本”采取自主性教育，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不断

修正自己，引导他们借助教材的学习来发展思维、情感和分析判断能力

等。

教学重点 萃取技术的原理、操作过程和应用范围

教学难点 萃取技术的原理和操作过程

教学方法 1. 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屠呦呦的诺贝尔奖之路视频

2. 案例教学：通过屠呦呦故事赏析，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中去，

深刻认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培养学生的科学家精神，

让学生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3. 启发式教学：课堂上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讨论，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让学生在思考中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课程思政

一、屠呦

呦追梦故

播放屠呦呦的诺贝尔奖之路，通过视频赏析迅速

引起学生对萃取技术的兴趣，并引发学生探索新

通过视频在听觉和视

觉的冲击下，了解屠呦



事（6 min） 知。 呦与青蒿的不解之缘，

体会屠呦呦将现代科

学与传统中医理论相

结合的创新思维及科

研工作者勇于探索，不

畏艰险的科学家精神。

以此强化学生的文化

自信及科学素养。

二、课程

导入（3

min）

1. 视频分析，回答问题

视频中古方《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

二升渍绞取汁食服之，急方中渍绞取汁的方

法原理是什么？

让学生了解古方记载的方法，引出液固萃取

（浸渍萃取）的含义及相似相溶的原理。

根据视频内容，突出思

政理念，学生感受先人

的智慧和哲学，感知博

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让

学生增进文化认同，坚

定文化自信。

三、小组

讨论（15

min）

1、视频中 191 次试验，100%抑制率说明了什么？

2、视频中青蒿的提取为什么不能煎取？

3、后续许多科学家做了哪些改进加快了其它同

源于青蒿素的活性物质的分离提取？

让学生感受并体会科

学家锲而不舍，勇于探

索和实践的科学家精

神。加强学生对勇于创

新、勇于克服困难的工

匠精神的认识。



通过问题启发学生理解并总结液固萃取的操作

过程及影响萃取分离提取操作单元的因素有哪

些？

四、举例

（5 min）

生活中还有哪些产品能够通过萃取单元操作进

行分离提取？

引导学生思考液固萃取操作的应用范围

加深学生对生物工程

产品对保障民生和改

善社会生活重要作用

的认识，激发学生专业

认同感和使命感。

五、萃取

设备工艺

的比较（6

min）

让学生了解科技的进步极大促进了提取工艺的

发展。

通过比较古人浸渍器具和现代萃取工艺，让学生

体会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让学生了解国家对科

学技术的支持，激发学

生优化提取工艺及设

备的兴趣，促进学生对

生物专业学科领域发

展空间的认识。

六、总结

（5 min）

概括本节课内容

七、知识

拓展（5

min）

1、简单介绍萃取技术上新开发的绿色萃取技

术。

2、推荐学生参阅绿色萃取技术、原理、进展及

应用教材

让学生了解萃取领域

的最新研究动态，认识

到“清洁生产”在生物

分离工程中的重要性，

激发学生探究并优化

工艺流程的兴趣。

板书设计

一、 萃取的含义

二、 液固萃取的过程

三、 影响液固萃取的因素

四、 液固萃取的应用范围

五、 萃取单元操作设备

六、 知识拓展

课后思政 思考题



屠呦呦用乙醚通过液固萃取的方式分离提取青蒿素，能用现代哪些绿色

萃取技术进行替代，为什么？

（四）教学效果及反思

教师的教师的个人素养与教学效果有直接的关系，欲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

有一桶水。课程思政教育应是自然的、深刻的，而非刻意的、空泛的。这就要求

教师不仅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深厚的品德素养，以自身经验、阅历、正

能量引导和启发学生。

在生物分离工程萃取章节融入相关知识点的思政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知识点的理解力，有助于知识目标的达成。同时思政元素与理论知识的

有机融合不仅达到德育的目的，同时也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增强学生对教

师的信任。反过来，教师在专业课思政教育中能够收获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

丰富了并积累了教学经验，有助于个人素养的提升。

课上学生的参与度和反馈结果表现出学生对萃取操作过程熟悉，但对其中的

原理认识不足。加之学生文献更新不及时，学生对授课内容相关的最新科研动态

把控不到位。未来在授课中通过超星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更详细的课程相

关领域内的最新动态继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线上线下相

结合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持续参与度，弥补课程学时的不足。

四、课程思政建设特色与创新（总结课程思政建设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

凝练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做法。

《生物分离工程》课程是一个交叉学科很强的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在不改变

原课程的前提下，把价值引领巧妙地融合在课程教学中，提升课程内涵。在理论

教学上采用案例教学和讨论教学的方式注重教学效果。根据课程内容从社会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环保意识、人文情怀、工

程伦理、工匠精神等方面充分挖掘德育元素。

在课堂教学中多采用案例法教学将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现实中的实际

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同时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能动性，在教学中通过引导、讨论可以做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并及时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教学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