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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酶工程”是生物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 其主要内容是研究酶的生产和应用。结合

课程教学实践, 从认真选择教材、优化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完善考核形式等

方面对“酶工程”课程教学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期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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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on Enzyme  
Engineer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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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zyme engineering course mainly concerning about enzyme production and ap-
plic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courses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 major.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s, the methods of giving lecture on Enzyme Engineering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our college. During the course, a teacher should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book, optimize teaching contents,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eans and consum-
mate the examination form. 

Keywords: Enzyme engineering, Teaching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酶工程”是生物工程专业的主干课, 主要介

绍有关酶的生产和应用的基础知识和研究进展, 
而作为生物工程的“四大工程”之一, 该课程在生

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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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的。在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生物

工程专业旧版的人才培养方案中, “酶工程”被列

为“专业选修课”, 多年来, 由于我校生物工程专

业学生发现“酶工程”很少被定为考研时的考试科

目, 连续几年的毕业生就业时也极少从事与酶工

程相关的工作, 这使得学生对这门课无法产生兴

趣, 也导致了连续几年由于选修的学生人数不

够, 未能开设此课程。新版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

后, “酶工程”调整为“专业必修课”, 这一方面说

明学院对“酶工程”课程的重视程度加强了, 并使

上课学生的人数在客观上得到了保证。但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学院对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促使我们必须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真正实现从主观上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为了进一步优化“酶工程”的教学质量, 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生物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

质量, 我们对“酶工程”的课程建设和教学做了一

定的探讨和研究。 

1  认真选择教材, 优化教学内容 

教材是科学概念或程序的权威性记录, 是学

校教学活动最重要的工具, 是保证好的教学的基

本前提[1]。为此, 我们认真选择教材。经过比较, 

选用了科学出版社的施巧琴主编的《酶工程》, 该

书内容较为丰富, 在两年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普

遍反映较好。 
在以教材为主的基础上, 注重融合其他参考

资料对教学内容加以扩展补充, 如化学工业出版

社的罗贵民主编的《酶工程》、孙君社主编的《酶

与酶工程及其应用》以及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郭勇编著的《酶工程》等。 

与此同时, 通过适当向学生介绍酶工程国内

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出现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

方法, 及时反映酶工程的前沿动态, 使教学内容

更加丰富, 超前于教材, 加大课堂的信息量。 

2  重视课堂教学, 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2.1  从绪论开始, 激发学生对“酶工程”的学习

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绪论部分就显得

分外重要。在“绪论”教学中, 我们介绍了酶及酶

工程的发展历史, 如我国古代人民对酶的利用、

国外学者关于酶学理论的长期争论等故事。还介

绍了酶工程在现代生物技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酶工程技术的应用已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

角落, 如我国的“超氧化物歧化酶”、“溶纤酶”、

“溶菌酶”等都成为重要的医药用酶制剂。酶制剂

的市场越来越大, 其中存在着无限商机, 其产生

的社会效益更是大大超过于酶本身的价值, 引起

了学生的兴趣。 

此外, 在“绪论”部分, 我们着重强调了酶工

程与其它学科领域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

工程、生物化学等的密切联系, 让学生意识到在

学习酶工程的过程中能够将过去学习的单科知

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不仅在考研时有利于做好

综合性、应用型的题目, 还会为日后的研究或工

作拓宽科研的思路。精彩的开头大大激发了学生

对酶工程的学习兴趣。 

2.2  有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 
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将视频、音频、

动画、图片等多媒体信息合理运用到授课过程

中。如在讲到酶的分离纯化时, 通过多媒体课件

向学生展示电泳、层析等技术的动态全过程; 在

讲到酶的固定化时, 用生动的图例很好地解释了

吸附法、结合法、包埋法和交联法的区别; 在讲

到酶的固定化和酶的分子修饰等章节时, 通过课

件演示涉及到的许多复杂的生物物质的结构和

化学反应, 大大节省了板书时间, 提高了课堂的

教学效率。 



金黎明等: 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123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此外, 借助于校园网络教学平台, 将酶工程

教学大纲、多媒体课件、习题集、部分参考书籍

和相关期刊杂志链接网址等, 通过网络平台提供

给学生。课程教授期间, 学生的课程论文作业也

可通过该平台与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种课堂

外的教学资源补充,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具有很

大的教学优势 [2]。 

2.3  注重和其他专业课的融合 
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 以酶的生产和应用这

条主线为纲, 不断渗透相关知识, 强调各学科的知

识和发展与主线之间的联系,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能够比较完整地建立起学习这门课程的体系。 
如在酶的分子修饰章节中, 涉及到几种重要

的修饰反应, 如酰化反应、烷基化反应、氧化还

原反应等, 可以让学生借此机会复习有机化学的

知识点。而重温生物化学中学习过的 20 种氨基

酸的名称、简写符号, 进而让学生指出特性氨基

酸的结构、酶蛋白侧链修饰的活性位点等, 也是

这一章的重要内容[3]。在产酶微生物的分离和选

育部分, 可以复习微生物学的有关知识。在讲授

酶的分离与纯化章节, 又可以复习生化分离工程

的相关知识点。通过这样的讲解, 使学生能够做

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并能进一步激起学生对

“酶工程”这门课程的热爱。 

2.4  引用研究论文拓宽教学 
通过引用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 拓宽了教学

的知识面[4]。如在讲解酶的分子修饰章节中“金属

离子置换修饰”时, 引用了 2006 年《食品科学》

杂志中的论文“金属离子对纳豆激酶的化学修饰

研究”, 引用 2008 年《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杂志

中的论文“聚乙二醇修饰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初步

研究”讲解“酶的大分子结合修饰”。在讲解酶的分

子进化时, 给学生提供了 2009 年《甘肃医药》中

“酶分子定向进化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应用”作为参

考文献。在非水介质中酶的催化作用章节中, 引

用了《化学通报》杂志中的“有机溶剂及反胶束中

的酶催化性能”一文。这种方法有效提高了学生听

讲及查阅科研文献的兴趣。 

2.5  加强渗透式双语教学的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 以每节课渗透 3−5 个专业英

文词汇为最低要求, 采用单词、短语、短句、段

落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渗透, 并在教学中有意识

的加以重复, 积少成多、耳濡目染, 增加学生的

专业词汇量 [5]。如在讲到酶学基础时 , 先给出

Enzyme、Catalyze 等单词, 再给出关于酶的分类

与命名的一段话“Each enzyme is now classified 
and nam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chemical reac-
tion it catalyzes. So an enzyme is assigned a 
four-number classification and a two-part name 
called a systematic name. In addition recommended 
name is suggested by IUB for everyday use” , 让学

生课上翻译,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也更利

于学生接受。 

对于英语基础较好、学有余力的学生, 同时

提供制作好的英文版课件, 中英文课件相互参

考, 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专业英语水平。同时, 可

以鼓励学生多阅读英文文献, 浏览与专业相关的

英文网站, 如 NCBI、Swiss-Prot、Protein Infor-

mation Resource 等, 还可以介绍学生去国外大学

网站访问, 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能提供留学的参考

信息。 

此外, 期末试卷中也会有 10%−20%的英文

试题的比例, 使学生充分认识到专业英语的重要

性, 并加强对英文关键词的熟识和掌握, 这对学

生日后考研、出国和就业都有益处。通过这种方

法, 使学生对酶工程专业英语的兴趣大大增加。 

3  完善考核形式, 强化所学知识 

要提高教学效果, 突出能力培养, 既要改进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更要改进考核内容和考核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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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设计考核中平时成绩占 40%, 期末考

试占 60%。平时成绩由 3 部分组成: 课堂提问、

课后作业与课程论文。课堂提问占 10%, 上课前

5 min 对上一次教学内容中的基础知识进行随机

提问, 以督促学生及时复习, 并为学习新的课程

内容提供保证; 课后作业占 10%, 布置一些较为

灵活的思考题, 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综合分析问

题的能力; 课程论文占 20%, 在课程中期安排学

生按照科技论文格式写一篇论文, 要求学生查阅

资料, 参考文献不能低于 20 篇, 其中 5 年以内的

文献不得低于 70%。实践表明, 通过这一做法, 大

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拓展了知识面, 加

强了对课程前沿研究的了解, 同时也有利于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了学生的

文字综合能力及表达能力[6]。 
期末考试在考核基本知识点的基础上, 注重

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 如有一道考题: “现有一株

碱性磷酸酶的高产菌株, 前期实验结果表明, 该

菌为酵母菌, 并鉴定该酶为胞内酶, 请设计合理

的分离纯化方案以及检测方案”。设计该类题型, 
在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能力方面起着导向作

用, 促使学生平时自己强化锻炼综合应用知识分

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结语 

在近几年的“酶工程”课程实践教学中, 我们

通过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

考核形式等环节, 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学 

校教务处学期末组织学生进行的教师课堂教学

质量网络评价中, 连续几年得分均在 95 分以上。

学生对“酶工程”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 期末考

试班级平均分均在 80 分以上, 学生做毕业设计

时愿意选择与酶工程相关的研究课题, 考研时开

始关注并选择与酶工程相关的专业。 

当然, 由于“酶工程”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发展

迅速, 这就要求课程主讲教师不仅要在教学实践

中不断探索, 积累经验, 而且还应随时注意学科

发展, 将最新的研究进展不断引入课堂教学中, 

才能把该课程的教学水平保持在一个较高新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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