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酶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朱杏丽）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酶工程 课程性质 专业课

学 分 2 学 时 32

开 课 专 业 生物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授课对象 大学三年级学生

二、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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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工程》以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为基础，从酶学基础理论、酶的生产、酶

的改造和酶的应用方面，对酶工程的上下游体系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是生物

工程和环境生态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课。《酶工程》不仅承载着传授专业知识的

使命，更应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一）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1.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通过《酶工程》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不

仅能够掌握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而且能够理解科技与社会、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培养科技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团队协

作能力，同时注重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的培养，使学生成为既有专业技能

又有良好品德的复合型人才。

3.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课程思政教学中，注重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

（二）思政挖掘

1.酶工程技术的伦理道德：在介绍酶工程技术的原理和应用时，可以引导学

生思考科技发展的道德边界和伦理责任，探讨如何在使用科技的过程中保护生态

环境、维护人类健康。

2.酶工程技术的社会价值：通过分析酶工程技术在医药、农业、环保等领域

的应用实例，使学生认识到科技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运

用科技造福人类、服务社会。

3.酶工程技术的历史与文化：在讲述酶工程技术的发展历程时，可以穿插介



绍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引导学生了解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培养学

生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信心。

（三）教学融入

1.课堂讲授：在讲授酶工程专业知识的同时，适时引入思政元素，通过案例

分析、讨论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科技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课外拓展：通过组织科技竞赛、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

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可以邀请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讲座或座谈，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深度。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药物研发存敬畏，安全评审牢把关——手性药物“反应停”

（二）教学目标

目标 1：利用手性药物导致的畸形儿（“海豹儿”）的产生，使学生认识到

对待药物研发需有绝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

目标 2：利用弗朗西斯拒绝“反应停”在美上市的故事，使学生体会职业生

涯中需坚持的专业、严谨、客观与公正。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1.案例引入：故事导入

酶在有机介质中催化反应可用来拆分手性药物。手性化合物指化学组成相同，

而立体结构互为对映体的两种异构体化合物。有不少手性药物的两种对映体药理

作用不同，甚至差别很大：包括“一种有效，另一种无效”，“两种对映体作用互

补”等情况，可以利用有机介质中的酶催化反应对此进行拆分。历史上，因为未

对手性化合物药物进行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卫生事件，最著名的就是“反应停”事

件，由此引出案例，讲述“反应停”相关故事。

2.案例内容

“反应停”事件：1957 年，德国格兰泰公司将“反应停”（沙利度胺）推

向欧洲市场，用于缓解孕妇的早孕反应；之后的几年，临床发现新生儿畸形率升

高，出现了很多海豹儿；1961 年，澳大利亚产科医生在 science 发表文章称反

应停致畸，至此反应停被叫停，但是短短几年就波及 50 多个国家的 1 万多名婴

儿。直至 2010 年一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论文终于阐明了沙利度胺的致畸



机制：“沙利度胺”是一种左旋异构体和右旋异构体的混合物，其右旋异构体具

有治疗作用可以减轻孕妇的早期妊娠反应，但是左旋异构体却具有致畸性，是导

致海豹儿的罪魁祸首。此处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此处的教训。

图 1. “反应停”导致的海豹儿

图 2. 药物评审员弗朗西斯·切尔西

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应停”风靡全球的几年里，美国却独善其身，避免了

其可怕的后果。设置悬疑，激发学生兴趣，发生了什么？

这是由于当时 FDA 的一个药物审查员弗朗西斯·凯尔西顶住层层压力，以临

床试验数据不足以评估其安全性为由，先后 6 次拒绝“反应停”在美国的上市申

请。



1960 年，凯尔西受雇于 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做药物审查员。 入

职不到一个月时，她便受理了“反应停”在美国上市销售的申请。凯尔西在入职

FDA 之前在芝加哥任教期间对胎盘屏障有过一定的研究，发现有部分药物可以

透过胎盘屏障影响胎儿。因此，对于治疗孕吐的“反应停”，凯尔西非常谨慎，

她审阅资料后，认为此药的毒理试验时间不够，数据不完整，不足以判断安全性，

把问题反馈给了制药公司。此处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在该时间中切尔西所展

现出的优良品质。

申请方提交了反应停的补充材料后，凯尔西再一次阻止反应停上市，她说“药

物的临床试验，是任何研究都不能替代的”。经销商向 FDA 主管领导投诉，并通

过各种渠道向凯尔西施压，甚至威胁凯尔西。出于对药品安全性的考虑，凯尔西

凭借渊博的学识、良知以及专业精神，以一己之力，顶住了政府、医药公司的各

种压力，让反应停在美上市的申请拖延了 19 个月。此处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继

续思考在该时间中切尔西所展现出的优良品质。

随着“反应停”引发的畸形儿不断出现及临床医生的关注，反应停被禁，其

在美上市的申请也撤销了。凯尔西的专业和严谨，公正和良知，使他挽救了美国

整整一代人，成为了美国的英雄。可引导学生思考其他感触。

3.教学方法

3.1 多媒体教学手段

故事讲述过程中，结合 PPT 中“海豹儿”图片引发学生对手性药物未正确

拆分引发的严重后果的痛恨，利用药审员“弗朗西斯”的照片使学生认识这位在

“反应停”事件中的英雄人物。

3.2 启发式教学

讲述案例后，利用启发式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该事件中需吸收的经验教训。

问题 1：“海豹儿”的产生，对你有什么触动？

问题 2：切尔西的什么素质使她一开始就认为“反应停”数据不足，不与批

准。又是什么品质使得她可以做到顶住压力，坚持拒绝“反应停”在美上市。

问题 3：这个故事对你还有哪些启发？

3.3 网络教学方法

开启“雨课堂”教学平台的弹幕功能，收集并总结学生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针对性的加以引导讨论；利用“雨课堂”的随机点名功能选择学生，鼓励他在课

堂上表述自己的观点。

课后，利用“雨课堂”记录的整体教学过程、学生的参与情况等对案例教学

效果进行形成性评价评价。



（四）教学效果及反思

1.思政目标达成度

采用间接评价方式，让学生自己评估教学目标的达成度。结果显示，目标 1

的达成度为 88％；目标 2 的达成度为 88％；均高于预期 75％的达成度。

2.课堂活跃度

“雨课堂”记录显示，班级出勤率 100％，课堂习题完成率 100％，正确率

91％。随机点名 2 次，站起来的学生均能有效发言。收集弹幕 20 条。整体课堂

参与度尚可，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反思

3.1“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激发不够，仍需重点关注。

3.2 评价方案有待改善：思政案例的教学目标难以评价，间接评价方式不能

够准确反映学生受到的启发。或可利用终结性评价方案，让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去

查阅资料，收集更多类似案例，并撰写心得体会来评价案例目标达成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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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程思政特色

1.深度融合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本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将思政元

素融入课程内容，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跨学科融合：课程思政建设不仅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注重跨学科的融合。

通过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拓宽学生的视野，促进知识的交叉与融合，从

而丰富思政教育的内涵。

（二）课程思政建设的亮点

1.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

需求和兴趣，确保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优化评价体系：课程思政建设注重对学生全面素质的评价，采用多元化的

评价方式，如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等，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点

1.引入现代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对学生

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为思政教育提供数据支持，实现精准教学。

2.创新教学方法：本课程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启发式、互动教学、翻

转课堂等，并结合现代网络教学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教学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