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授课教师单位；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生物信息学 课程性质 专业课

学 分 2 学 时 32

开 课 专 业 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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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课程改革、构

建双增效课堂体系的重要手段。《生物信息学》是生物工程、生物科学等生物专

业的核心课程，深入开展《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建设，对于培育新时代具备专

业技能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物专业人才，推动我国生物科学进步、生物技术创

新和生物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

机结合。这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生物信息学基本理论和技能的传

授，更要通过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在《生物信息学》课程中，我们拟从以下几个角度挖掘思政内容：①在讲授

《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概念、理论和方法时，可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有关认知实践的基本原理，借助图示和思维导图等方式，来提

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②在《生物信息学》

实践案例的练习过程中，引导学生理解数据处理和分析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培养

他们的科学思维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念；③在生物数据库、序列比对、进化分析等

专业只是的讲授过程中，可以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家国情怀的教育，让学生认识

到生物信息学在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激发他们的爱国热

情；也可以通过介绍生物信息学在医学、农业等领域的应用，引导学生思考科学

技术对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影响，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还可以通过介绍某

些领域中我国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科学家的突出贡献，来引导学生感受国家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增强对中国

共产党的认同。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相生与相克的螺旋升华——遗传变异造就生命大舞台

（二）教学目标

1. 通过运用《矛盾论》的观点来阐述生命基本现象——遗传和变异这一对

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来引导学生认识到《矛盾论》的普遍真理性，进而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生起崇敬之情，增强同学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2. 通过对遗传与变异的辩证关系的探讨，引导学生认识矛盾是一切事物的

基本属性，因此探索事物的主要矛盾，可以加深已学知识的认知深度，也可以作

为学习新知识的思维指南；进一步地引导学生认识，有意识地将《矛盾论》的主

要原理运用在学习的过程中，既可以增加对知识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可以极大

地提升我们的认知思维水平。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案例导入：在引导学生探究基本生命现象，导入遗传变异这一对矛盾。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问题探讨

主要内容：生命的基本现象是遗传和变异，遗传和变异是生命的一对基本矛

盾，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生命体存在多种机制，来避免在复制（遗

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变异，变异为既为群体提供了

多态性，进而为生物的适应性提供了遗传资源，同时在个体的免疫中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如果没有遗传，也就不存在变异的载体；如果没有变异，个体会因不能

抵抗病原体的感染而难以生存，群体将因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逐渐灭绝，因此

也就不会发展出如今纷繁多样的生命世界。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遗传，才有了

变异的载体；也正是因为有了变异，生命才能不断地生存（遗传）下去，它们是

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也正是由于遗传变异这一基本矛盾的对抗运动，才早就了

如今多样化的生命世界。



图例说明：细胞、个体、种群各尺度的基本生命现象——保持和变化（遗

传和变化）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

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毛泽东《矛盾论》

（四）教学效果及反思

1. 教学效果评估：通过观察学生在思政案例过程中的参与度、活跃度以及

表情，来评估本思政案例目标达成情况。

2. 教学问题总结：①需要自然地引入“遗传变异”这一基本现象。②可能

因为教师对《矛盾论》理解不足，导致运用矛盾论观点来阐述遗传变异的流畅性、

准确性以及效果不足，需要加强理论学习，并且不断地思考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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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特色：

（1）案例教学的实效性：课程通过引入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实际案例，让学

生在分析、讨论中深入理解专业知识，同时感受其背后的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

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

（2）实践教学的创新性：课程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与实施，通过数据

分析案例的练习，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同时培养其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



（3）唯物辩证法的融入：课程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指导，从学生

学习新知识、新概念的角度出发，在课程、章节和知识点三个尺度上培养学生的

认知思维，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其自主学习的思维能力和辩证唯物主义

认知思辨水平。

2.亮点和创新点：课程在深入挖掘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元素方面进行了积极

探索，不仅从课程内容中提炼出思政元素，还以学生的视角，从专业知识概念的

学习方法、数据分析案例的实践操作两方面中，融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严谨

创新的科学思辨，实现了思政教育、专业教育以及认知和创新思维训练的有机融

合。

3.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做法：

（1）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应始终以学生为

中心，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成长发展，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动力。

（2）注重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与融入：同类课程在建设过程中，应深入挖

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自然地融入到专业知识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3）创新教学模式和手段：可以通过引入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多元化的

教学模式和手段，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唯物辩证法的融入：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唯物辩证法的认识

论、方法论来解构、分析和归纳重要的专业知识，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概念认识

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唯物辩证法的认知思维，进而从深层次地

认可辩证唯物法的真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生物信息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不仅为同类

课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也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