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预防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 

 

 

课程质量报告 

 
 

课程名称：《生物化学》 

课程负责人：佘金明 

主持单位：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年6月 



 2 

一、课程基本情况 

（一）课程性质 

《生物化学》是预防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专业技能考核的

考试课程之一，是从分子水平上探讨生命的本质，研究生物体的化学组

成、结构及其化学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生物化学的理论与技术已经渗透

到其他基础医学学科中，它与各学科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糖类、脂类、氨基酸的一般代谢过

程。熟悉生物大分子蛋白质、核酸的主要结构与功能。能运用生物化学的

理论知识从分子水平上初步阐明常见病的发病机理，能测定基本临床生化

项目，并分析其对疾病诊断的意义。 

（二）课程任务设计 

以基层医疗机构预防（公卫）岗位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结合国家公卫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和专业技能考核标准，确定《生物化学》课

程能力目标、知识目标和素质目标，将教学内容整合优化为生命的分子基础、

物质代谢与调控及专题篇三大模块。  

树立“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选用与之相

适应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引导学生“做中学、学中做”，着力培养学生运用

生化知识去开拓临床诊断、治疗与预防上的新思维。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

法、情景教学法和合作学习法等教学方法。将抽象的知识形象生动化，有效

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为学习其它基础医学

课程打下基础。坚持“立德树人”，培育良好的医德医风、医学人文素养和

劳动习惯。 

本课程采用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评价方式，将实践考核与理论考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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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从素养、知识、技能等多方面客观地评价学生。成绩评定包含平时成

绩、技能操作考试、期末闭卷考试三部分。 

本课程总学时 56 节，建议于第一学期开设。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学习应用生物化学知识分析解决临床医学问题，以助今后做好病人

的健康教育指导，提高工作实效，增强自信心。 

2.提升科学素养，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3.提升职业素养，在学习中逐渐领悟在工作和社会中与他人团结协作

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具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二）知识目标 

1.掌握糖类、脂类、氨基酸的一般代谢过程。 

2.熟悉生物体内蛋白质、核酸、酶、糖类和脂类等分子大分子的结构特

点、功能与调节，生物氧化中两条主要的呼吸链，维生素的主要作用与缺乏

症的本质原因，肝的生物转化与胆红素的代谢等。 

3.了解遗传信息的复制、传递、翻译及其调节。 

（三）能力目标 

1.能够从分子水平上解释常见疾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等。 

2.能够识别和分析蛋白质、核酸、糖类和脂类等物质的组成、主要结构

和特点。 

3.能够对糖代谢中的各种代谢途径进行简单的分析并阐明其生理意义。 

4.能够初步分析脂类分解代谢过程并阐明其生理意义。。 

5.能够初步分析氨基酸分解代谢过程并阐明其生理意义。 

三、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情况 

（一）课程资源设计原则 



 4 

本课程按照“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资源库建设基

本原则，基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生物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国家执业

助理医师考试大纲来建立知识技能树，结合专业岗位需求，有机融入“人

民至上、尊重生命”的课程思政元素，按照课程资源标准要求，设计并制

作本课程教学资源。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在临床医

学专业教学联盟框架内，充分发挥各参建院校专业教师集体智慧，共同参

与、贡献教学资源，不断提高课程资源质量。 

（二）课程资源建设、应用计划与完成情况 

表 1 《生物化学》课程资源建设应用与完成情况 

序号 
学习任务 

（模块） 

内容 

非文本类资源

（个） 

文本类资源

（个） 

完

成

率 

计划 完成 计划 完成 % 

1 
生命的 

分子基础 

蛋白质化学、核酸化

学、 

维生素、酶 

105 116 68 76 110 

2 
物质代谢

与调控 

糖代谢、生物氧化、 

脂类代谢、氨基酸代谢 
120 132 79 85 109 

3 专题篇 
肝的生化、实验考核、 

总复习 
50 58 38 41 112 

 合计  275 306 185 202 110 

（三）课程资源结构分析 

1.课程素材库建设情况 

截至2023年3月，本课程共建设教学资源508个，素材总量为 

28.485G，视频总时长611分钟。其中非文本资源（视频、图形/图像、微

课等）266条，占资源总数52.4%；文本类资源（word、ppt、图片等）242

条，占资源总数的 47.6%。各类资源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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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化学》课程素材库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四）课程资源更新情况 

按照本资源库建设实施方案，《生物化学》在线资源每年更新率达到

10%以上。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拟在2023年3月底之前继续投入5万元，结合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最新要求、研究成果等，制作10个视频、17个微课，进

一步改善本课程在线资源数量与质量结构，确保课程资源质量。 

（五）课程题库建设情况 

按照课程建设方案，截止2023年3月，本课程建设题库总量达676题，

全部为客观化试题（选择题）。为了保障试题质量，实行了严格的质量控

制流程：参建院校主讲教师命题—各院校课程负责人初审--主持单位课程

负责人二审—资源库项目负责人三审--试题入库。 

 

图 2 《生物化学》试题库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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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源建设质量控制机制 

1.源头把关 

根据“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验收评议重点和指标”，结合《临床

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资源建设标准》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课程建设任务

书》，从源头上把控资源建设质量，资源制作前对微课脚本、PPT 等基础

材料以及素材成品均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任课（主讲）教师—课程负

责人—资源库项目负责人层层审核把关，确保素材质量。 

2.反馈整改 

资源应用于建课之后，实行追踪、反馈机制。基于教学平台讨论区、

评教结果等，主讲教师随时收集师生对于资源的质量反馈信息，直接反馈

给课程负责人，由课程负责人对存在问题素材实行随时下架--整改—再上

架处理。 

四、课程教学评价体系 

本课程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基于教学平台大数据分析， 进行

了一系列教学评价改革，形成了规范、科学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学生课

程成绩=过程性评价（40%）+期末考试（理论考试40%+技能考核20%）。 

（一）形成性评价 

1.实行教学全过程评价 

形成性评价全方位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其中“课前”主要为熟悉

课程内容背景、预习等，“课中”安排学生签到、教师讲授、师生相互提

问等形式的课堂互动方式实施教学，“课后”主要向学习者推送章节作

业、自我小测、自我小结、重点或难点内容的微课或者课堂录像，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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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消化吸收、巩固知识，并设计每堂课后有学生课后反馈、无记名评教

活动，促进教师教学质量提升。 

2.形成性评价形式 

充分发挥在线课程平台功能，将学生课堂参与互动、课后观看课件与

微课、动画、图片的浏览时长、完成作业数量与质量等纳入平时成绩计算

范围，期末由主讲教师一次性导出。 

3.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将学生平时学习态度，以及实训、技能考核过程中是否体现尊重生

命、关爱病人、“预防为主”的观念等纳入平时成绩计算范围。 

（二）终结性评价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了理论考试+

综合应用考核的课程终结性评价方案。 

五、课程推广应用情况 

（一）课程应用情况 

本课程以慕课学院开课为主。截止2023年3月，本课程选课总人数为 

4756人，使用单位253个，共产生使用活动日志 748446次。 

MOOC使用课程较多的学校名称如下：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永

州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石家庄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武

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湖南职业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江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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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四川三河职业

学院、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广西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 

 

图 3 《生物化学》慕课学院开课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图 4 《生物化学》课程被调用情况（平台截图） 

（二）课程教学活动开展及课程讨论区数据情况分析 

1.截止当前，共布置作业21次，习题数量达 170道，参与人数2583

人；共完成在线考试7次，参与人数34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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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活动开展情况 

2.在本课程教学中，教学团队积极鼓励师生开展课前、课中、课后各种

互动活动，其中设置的讨论区，师生共发帖1877次，回帖18273次。充分活

跃了教学氛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奠定了基础。 

 

图6 《生物化学》课程教学课后讨论统计数据 

六、课程建设特色与创新 

1.课程设计系统化 

以立德树人为本，融入思政育人元素，进行系统化教学设计。根据生

物化学难学的特点，开发了有德、有趣、有用、有效的线上优质资源；构

建了数字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与学新模式；创建以学习者发

展为中心的促学增值评价体系；建设了以基于学情、对标专业需求、利于

学习者可持续发展的线上课程，适合在线学习及混合式教学。 

2.教学目标靶向化 

立足基层医疗岗位，依据执业助理医师执业标准，确定教学总体目

标，细化各模块教学任务，构建课程目标链，以多层次、多维度教学目标

为导向，便于学习者进行精准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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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内容递进化 

结合知识内在联系与学生的认知规律，将课程重构为四大模块，学习

内容递进。通过文档、PPT、案例分析、视频等丰富的教学素材助力学习

者自主进行智慧化学习。 

4.教学融合多元化 

以线上案例分析、主题讨论及生活常识为着力点，实现生化基础与临

床实际的融合；注重线上知识留白和问题引导，结合答疑和交互探究，开

展教研融合。总之，依托智慧职教平台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线上课

前、课中、课后等环节进行完整教学活动，促进信息化技术与课程教学的

深度融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迁移应用和团队协作能力。 

七、问题与对策 

1.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资源更新的幅度还不够大，与教师的精力及财力资助相关。

（2）  联盟内院校使用班级偏少，可能与部分教师教学理念更新、信息化

教学技能普及程度有关。 

2.改进对策 

（1）保证资金投入，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

极性。（2）加强与兄弟校的联系与交流，提高课程质量，增强资源共

享，进一步落实推广应用。 

 

预防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 

《生物化学》教学团队完成人代表：佘金明  刘雅琳 

202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