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启鱼韵 思铸教魂” 

—《鱼纲的分类》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李玲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引言 

1. 案例的背景与意义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行课程思政建设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该纲要指出，理学类专业课程“理学类专业

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

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课程特色 

动物学 II（脊椎动物）作为生物科学专业大学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以动物进化为

主线，讲述动物生物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承载思政育人的重

要功能。结合师范专业特点，本课程将专业教育和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融为一体，通过教

学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中，实现学生学科能力与思想政治的同步提升。 

3. 教学案例的创新点及其在课程教学中的价值 

本教学案例综合采用问题导入、互动讨论、案例分析、课堂展示等方法，将课程思

政要素有效融入各部分内容。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的特色与亮点如下： 

（1）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创新 

结合本专业特点，动物学 II（脊椎动物）课程将专业教育和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融为

一体，将“四融合”贯穿教学，打造“三课堂”，做到“两转变”。课程将科学与人文、

基础与前沿、理论与应用、线上丰富的教学资源与线下多样的教学活动融合；打造智慧

教室、实验室、云端课堂“三堂联动”的教学环境；实现“知识学习”到“思维进阶”、

“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的转变。 



 

 

（2）教学模式、教学评价创新 

建立“五层递进”的教学模式，形成多元教学评价机制，让教师的教学成就感、学

生的学习获得感得到大幅度提升。教学过程中“自主学习”、“引导归纳”、“基础巩

固”、“拓展应用”、“高阶挑战”逐层展开。形成线上参与(查阅文献资料、完成课前

测试、课后习题)、线下活动(完成课堂测试、撰写实验方案、课堂展示、小组汇报等)、

讨论互动、作业互评的多元化评价。结合超星学习通、DeepSeek 等信息技术平台，综合

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生生互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主体，通过课堂观察、课堂实录、

平台学习行为跟踪及在线测试等手段完成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 

（3）润物无声，立德树人 

以生态文明、科学思维、科学精神、文化自信为思政教育建设重点，以培养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精神、科学思维、职业道德为思政目标，精选思政元素、优化

课程内容，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培养，增强学生科学思维、求实创新精神，铸就“生态文

明守护者”与“负责任科研人”。促进学生表达写作、团队协作能力，为培育能胜任基

础教育的优秀师范生奠定基础。 

一、课程基本信息 

《动物学 II（脊椎动物）》是一门面向生物科学专业大一学生开设的必修理论课程，

课程共32学时，学分为2 分。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根据生物科学专业的人才定位和特点，结合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需求，

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以“思政为魂”，基于 OBE 理念进行了课程思政设计。 

1. 设计思路 

（1）顶层逻辑 

基于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构建“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将动物学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形成“学科逻辑+思政逻辑”的双重结构。 

（2）实施原则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案例讨论、实践探究等激发学生主体性，促进思政内化。 



 

 

学科特色导向：挖掘动物学中的科学伦理、生态保护、家国情怀等自然思政

资源。 

多元化渗透：结合课堂讲授、实验实践、社会调研等多场景渗透思政目标。 

（3）思政元素库建设 

通过对本课程的课程框架、教学内容的梳理，确定了以生态文明、科学思维、

科学精神、文化自信为思政教育建设重点，以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

学精神、科学思维、职业道德为思政目标，精选思政元素、优化课程内容，实现

学生的全方位培养，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为培育能胜任基础教育的优秀师范生

奠定基础。 

围绕动物学核心知识点，建立四大思政模块：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如动物

学研究中的严谨求真、开拓创新）；生态文明与社会责任（如濒危物种保护、生

态修复案例）；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如古籍中的动物学智慧、中国科学家贡献）；

生命伦理与品德修养（如实验动物伦理、动物学家倾心培育人才）。 

参考教材内容、文献资料、相关课程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进行本课程思政

元素的挖掘（图 1、表 1）。 

 

图 1 动物学 II 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章节 教学任务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思政元素 

 

脊索动物

门 

文昌鱼的地位 文昌鱼保护的措施及价值 科学思维 

海鞘与人类的关系 海鞘与人类的关系有利和有害的一

面 

辩证思维 

 

圆口纲 

七鳃鳗的生活史 七鳃鳗生殖后就死亡了，很多动物为

了繁衍付出了生命代价 

家国情怀 

七鳃鳗的科研价值 七鳃鳗的研究价值 科学思维 

 

鱼纲 

鱼纲的分类 鱼类学家的故事 科学精神 

鱼纲的分类 与鱼有关的诗词、海马等中药材 文化自信 

鱼纲的分类 长江十年禁渔 生态文明 

鱼类与人类的关系 斑马鱼在血液病中的研究进展文献 科学思维 

 

 

 

两栖纲 

两栖纲的分类 蝾螈的再生能力在医学中的价值 科学思维 

两栖纲的分类 费梁研究员的纪录片“我为蛙狂”及

对两栖类分类的贡献 

科学精神 

两栖纲的分类 保护濒危动物大鲵 生态文明 

两栖纲的繁殖 产婆蛙等照顾后代的例子 家国情怀 

两栖纲的循环系统 不完全的双循环的特点 自我完善 

 

 

爬行纲 

爬行纲的分类 龟鳖类长寿 正确三观 

爬行纲与人类的关系 壁虎脚趾、颊窝的仿生学应用，蛇毒

的价值 

科学思维 

爬行纲的分类 赵尔宓院士及对爬行类分类的贡献 民族精神 

爬行纲的分类 保护濒危动物扬子鳄 生态文明 

 

 

鸟纲 

鸟类的神经系统 鸟有复杂的本能活动，人潜力也无限 正确三观 

鸟类繁殖 郑光美院士克服困难进行科学考察 民族精神 

鸟类的分类 保护濒危动物朱鹮 生态文明 

鸟纲的分类 与鸟有关的诗词、绘画、音乐 文化自信 

鸟类的呼吸系统 鸟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性演化 科学思维 

 

 

 

哺乳纲 

哺乳纲结构特征 斑马条纹的仿生学意义 科学思维 

哺乳纲的分类 潘文石教授克服困难对大熊猫进行

科学考察 

科学精神 

哺乳纲的分类 蝙蝠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及与新冠

肺炎的关系 

民族精神 

科学思维 

哺乳纲与人类的关系 与哺乳动物有关的诗词、绘画、音乐 文化自信 

表 1 动物学 II 课程思政元素 

1 动物学

II 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2. 具体实施方案 

（1）课前导学：问题驱动 

发布思政关联预习任务（如“从白鲟灭绝看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提供跨学科资源包（动物纪录片《蔚蓝之境》、文献资料《中国鱼类志》

等）。 

教师提供动物图片，学生通过“识鱼”“鉴鱼”“爱鸟国际”等小程序上传

鸟类、鱼类等的图片，AI 自动识别特征并生成分类报告。学生记录 AI 识别结果

与人工分类的差异，思考 AI 技术局限性。 

学生查阅资料分析“濒危动物灭绝”案例，撰写预习反思：“人类活动如何

改变生物多样性？” 

（2）课中渗透：三阶教学法 

通过具体的切入点，将思政教学内容融入教学。 

案例导入：用热点事件引发思考（如长江江豚保护与十年禁渔政策）。 

知识探究：结合实验/模型分析科学原理（如鸟类、鱼类的结构与功能适应）。 

价值升华：通过角色扮演、辩论等深化认知（如“是否应全面禁止动物实验”

伦理辩论）。 

（3）课后拓展：实践内化 

设计社会服务项目（如校园鸟类调查、社区濒危动物保护宣传）。 

（4）考核反馈：动态追踪 

采用“课堂表现（20%）+实践报告（30%）+小组项目（25%）+期末反思论

文（25%）”多元考核体系，重视过程性评价。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软骨鱼、硬骨鱼各亚纲及各总目的特征及代表，了解

其最新发展。 

（2）技能目标：能够运用动物学基本知识、规律，发现并解决学习、生产、

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中的动物学相关问题，具备独立思考与创新思维的研究

能力。 

（3）情感目标：认识生命之美，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和关怀，理解动

物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统一性和必要性，认同生态文明建设，对科学保护和合理利



 

 

用动物资源有正确认识。了解科学家在动物学领域取得的卓越贡献，增进民族自

信心，认识到科学家取得成就背后付出的努力，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结合以上教学目标，本案例进行了课程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挖掘（表 2）。 

表 2 《鱼纲的分类》课程思政元素与融入点 

课程内容 专业知识点 思政元素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课程思政的实施路

径与方式 

鱼纲的分

类 

鱼的形态结构

与分类依据 

传统文化中

的科学认知 

通过古诗词分析古

人对鱼类形态与习

性的观察 

诗词鉴赏+科学解

读：增强文化自信 

鱼类的起

源与演化 

古鱼类化石研

究 

科学精神与

家国情怀 

张弥曼院士推翻“总

鳍鱼类是陆生脊椎

动物祖先”假说的科

学贡献 

案例教学+人物剖

析：学习科学家坚持

真理、敢于质疑、勇

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鱼类的生

态保护 

濒危鱼类与灭

绝案例 

生态责任感

与可持续发

展观 

人类活动对鱼类多

样性的影响 

资料查阅+角色扮

演：获得白鲟的相关

资料，理解长江十年

禁渔政策的意义。 

鱼类的现

代应用 

遗传育种与技

术创新 

科学精神与

创新意识 

我国科学家培育“无

肌间刺鲫鱼”的技术

突破 

实验设计+产业调

研：基因编辑实验设

计。 

鱼类的生

存危机与

保护 

鲨鱼保护与海

洋生态 
生态文明 

鲨鱼因鱼翅贸易濒

危的现状和保护措

施。 

跨学科研讨+行动倡

议：结合联合国海洋

公约，倡议“拒绝鱼

翅消费”。 

鱼类的进

化意义 

鱼类在脊椎动

物演化中的地

位 

唯物辩证世

界观与科学

思维 

鱼类的演化历程 

哲学思辨+化石模型

观察：对比鱼类与早

期四足动物骨骼结

构，写出观后感，学

习视频后的收获。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准备 

（1）学习任务发布 

上传课件“鱼纲”及扩展阅读资料，提供超星学习通动物学课程组在线课程《动物

学 II(脊椎动物）》链接，通过在线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和要求：请学生预习课程，观看中

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先生与杨氏鱼、肯氏鱼有关的研究视频，了解桂建芳院士等对无刺

鱼的研究，并设计实验方案：如何培育无刺鲢鱼。 

 



 

 

（2）授课准备 

以鱼类多样性的形成和保护为主线，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制作授课课件。 

2. 教学实施 

课堂授课：主讲教师采用讲授法、问题探究法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新课导入（3 分钟） 

鱼类是以鳃呼吸、用鳍运动和以颌摄食的变温水生脊椎动物。除极少数地区

以外，从海拔 6000 米的高原溪流到洋面以下的万米深海，都有鱼类的存在。 

融入思政元素： 

请同学们鉴赏明代画家缪辅创作的《鱼藻图》、北宋刘窠的《落花游鱼图》、

清代朱耷的《鱼石图》，感受栩栩如生、怡然自得的意境，进行美学的熏陶。 

提问：在语文中，大家学过很多关于鱼的诗句、成语，请同学们讨论并回答，

利用超星学习通投屏展示（图 2）。 

 

图 2 超星学习通投屏展示与鱼有关的诗词 

学生小组讨论，回答：例如“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鸿雁长飞

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毛主席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带有鱼的成语：鱼目混珠、

如鱼得水、鱼龙混杂等。 

设计意图：在绘画、诗词作品中展现了动物之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引导学生传承中国文化，激发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学习兴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AA%E8%BE%85/10594169


 

 

（二）讲授新课（38 分钟） 

1 鱼纲的分类 

全世界现存鱼类约 24000 种，我国产鱼类 3000 余种。鱼类根据内骨骼的性

质可分为软骨鱼和硬骨鱼。 

1.1 软骨鱼类(Chondrichthyes)（10 分钟） 

板鳃亚纲、全头亚纲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物 

特征及代表动物：孔鳐、犁头鳐、赤魟、日本蝠鲼。 

融入思政元素： 

提问：大家对鲨鱼有什么印象呢？大白鲨真的是像电影小说里面描绘的那样

凶残、嗜血吗？鲨鱼吃人，还是人吃鲨鱼？学生回答后点评分析，拓展学生的知

识面，引导学生回答分析。 

回答：鲨鱼不吃人，鲨鱼的生存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提问：事实上，海狮海豹才是大白鲨的最爱。相比之下，鲨鱼却更有理由恐

惧我们人类。现在全世界的板鳃亚纲（鲨鱼和鳐鱼）有 30%的种类，都正在遭受

种群减少的威胁。鲨鱼种群的生存状况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息息相关，鉴

于此情况，人类应该如何改善？ 

 

图 3 学生讲解鲨鱼的生存状况及保护 

学生小组讨论，回答：不消费受威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减少一次性塑料制

品的使用（海洋垃圾中的塑料制品易被动物误食），保护环境（图 3）。 

设计意图：以鲨鱼的例子引导学生运用“辩证思维”看待问题，同时也对国家

在环境保护方面做的努力进行宣传：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保护恢复



 

 

自然生态空间，保住海洋生物休养生息的底线。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提

高学生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1.2 硬骨鱼类（22 分钟） 

1.2.1 腔棘鱼亚纲(Coelacanthimorpha)（5 分钟） 

特征及代表动物矛尾鱼 

融入思政元素： 

提问：课前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发布教学任务---学生阅读文献资料，著名古

鱼类学家、世界杰出女科学家、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

院士张弥曼先生与杨氏鱼、肯氏鱼有关的研究。 

学生小组讨论，归纳总结：张弥曼先生在早期肉鳍鱼类化石及鱼类登陆过程

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中国古鱼类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图 4）。 

设计意图：通过张弥曼先生的学术贡献，激励学生重视动物学形态学、古生

物学的研究，增强学生对动物学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学习张弥曼先生矢志不渝

的科研精神、开拓创新奋力拼搏的精神，树立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努力的理想信念，

刻苦学习，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图 4 学生就张弥曼先生的科研贡献进行发言 

1.2.2 肺鱼亚纲(Dipnoi)（2 分钟） 

特征及代表动物非洲肺鱼 

1.2.3 辐鳍亚纲(Actinopterygii)（15 分钟） 

特征及常见类群 

（1）鲟形目（Acipenseriformes） 



 

 

躯干有 5 行纵列硬鳞(骨板)或裸露，尾鳍上叶有叉状鳞，有喷水孔，仅头部

有膜质骨，无锥体，脊索终生存在。本目包括我国特有种白鲟、中华鲟。 

融入思政元素： 

提问：现假定你是某中学的生物教师，请搜集中国白鲟资源保护的相关资料，

用于课堂教学，字数 300 字以内。请利用 DeepSeek、腾讯元宝、豆包等程序完

成。 

学生查询资料，阅读分析：长江白鲟 2019 年已宣布灭绝，不要让每一个物

种，都用消失来证明它的珍贵。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要让人类成为

偌大的地球上，最孤单的物种（图 5）。 

 

图 5 学生采用 DeepSeek 获得的关于白鲟的资料 

设计意图：通过白鲟灭绝的案例，宣传“长江禁渔 10 年”的政策，对学生进

行生态文明教育，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 AI 辅助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参与度和自主性。 

（2）鲱形目（Clupeiformes） 

（3）鲑形目（Salmoniformes） 

（4）海鲢目（Elopiformes） 

（5）鳗鲡目（Anguillomorpha） 

（6）鲤形目（Cypriniformes） 



 

 

融入思政元素： 

提问：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课前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发布教学任务---学生

查阅文献资料：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主要养殖大宗淡水鱼类，即青鱼、草鱼、

鲢、鳙、鲤、鲫和鲂，都存在一定数量的肌间骨（鱼刺）。肌间骨的存在不仅极

大限制了其加工以及出口创汇，而且也给食用这些鱼类的人们带来麻烦和一定的

受伤风险。因此，对肌间骨的相关研究，如肌间骨形成的分子机制的解析及培育

无刺或少刺的大宗淡水鱼的育种技术也逐渐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因市场需求，

育种专家现需要培养无“肌间刺”的鲢鱼，请根据桂建芳院士和华中农业大学高泽

霞教授的相关研究，列出图表设计实验方案，并写出实验思路，进行小组互评。 

课堂学生提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汇总，教师反馈点评（图 6）。 

 

图 6 学生提交的无肌间刺鲢鱼培育方案 

设计意图：融入学科前沿进展，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在学习动物学知识的

同时，得到了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激发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

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7）鲇形目（Siluriformes） 

（8）颌针鱼目（Beloniformes） 

（9）鳕形目（Gadiformes） 

（10）刺鱼目（Gasterosteiformes） 

（11）鲻形目（Mugilifores） 



 

 

（12）合鳃目（Synbranchiformes） 

（13）鲈形目（Perciformes） 

（14）鲽形目（Pleuroneciformes） 

（15）鲀形目（Tetrodontiformes） 

2 鱼类与人类的关系（6 分钟） 

提问：请用超星学习通讨论栏目提交对鱼类与人类关系的认识，进行投屏，

根据学生的回答补充完善。 

有益的方面：食用、药用、观赏、消灭害虫、仿生学、科研 

有害的方面：伤人、传染疾病等（图 7）。 

 

图 7 学生讨论并提交对鱼类与人类关系的认识 

（三）总结和课后习题（4 分钟） 

结合板书，简要总结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的分类情况。 

习题检测学习效果： 

课前利用 AI 结合本节课的思政教学内容，设计单选题对学生所学知识进行

巩固。设定的考核目标为：学生对鱼类学家张弥曼的科学贡献、白鲟和鲨鱼分类

地位及保护、无肌间刺鱼培育方法的理解（图 8）。教师对 DeepSeek 反馈的习

题进行核对、筛选，应用于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 



 

 

 

图 8 教师采用 DeepSeek 获得的课程思政试题 

融入思政元素： 

布置课后习题：《科学公开课》--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结合教材知识，写

出学习视频后的收获，指出视频中吸引你的问题，未解决的鱼类问题（图 9）。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了解学术动态，开阔视野，理解进化论，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激发学生对生命科学的兴趣和热爱，培养科学思维。 

 

图 9  课程思政课后学习学生感悟 

 

 



 

 

（四）板书设计 

17.2 鱼纲的分类 

   17.2.1 软骨鱼类 

       17.2.1.1  全头亚纲 

       17.2.1.2  板鳃鱼亚纲 

   17.2.2  硬骨鱼类 

       17.2.2.1  腔棘鱼亚纲 

       17.2.2.2  肺鱼亚纲 

       17.2.2.3  辐鳍亚纲 

17.3 鱼类与人类的关系 

3. 教学评估 

过程性考核和课后作业：重点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

课前通过超星学习通在线平台布置任务，增强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自主性；课上采用问

题探究和小组讨论的方式，重视对学生在课堂讨论等教学环节中表现出的对鱼类多样性

与环境、人类的关系理解程度的考查；课后作业中则让学生查阅搜集素材，学习《科

学公开课》等，激发学习兴趣，在进一步学习、巩固知识的过程中深入渗透思政元素。 

 

图 10  课程思政习题检测成绩 



 

 

本节课开展了鱼纲的分类教学，融入了生态文明、科学精神、家国情怀等课

程思政内容。从学生完成习题的情况来看（图 10），4 道题目正确率最高的为

96.3%，最低的为 70.4%，融入思政元素的几个知识点的教学效果较为理想。本

节课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课程教学，与学生的互动多，学生主动参与，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系统化设计将思政元素深度融入教学全流程，既符合

“金课”建设要求，又能有效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的协同发展。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本案例秉持学生为中心，思政润物细无声，融合 AI 等新技术、新手段，能

够与时俱进，教学模式新颖有特色，课堂互动性强，教学效果提升明显。通过引

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鱼类学家的故事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了枯燥的

分类学知识的说教。立足专业基础知识基础上，形象生动地将鱼纲的分类知识展

现出来，引发了学生知识与情感价值观的共鸣，将专业知识与立德树人进行了有

效的结合。 

1. 教学效果 

本案例运用已历 5 届（2020 级-2024 级生物科学专业），300 余名学生受益。

案例负责人《动物学 II（脊椎动物）》课程获 2020 年“湖北民族大学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评选”三等奖；《动物学 II（脊椎动物）》课程获 2024 年“湖北民族大学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立项建设。近 3 年来，案例负责人发表相关教学论文 1 篇，参

与并结题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 1 项，结题校级教学研究项目 1 项。课程中加强了

学生实验探究、创新能力的培养，近年来本科生在各项竞赛中屡获佳绩，其中湖

北省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动物学单项赛二等奖 3 个。案例中的教学模式在学生、

教师中获得一致好评。 

学生认可度：学生认为该课程具有实用性、时代感、对专业学习很有帮助，

评教得分在 90 分以上。 

2. 教学反思 

（1）加强线上教学的设计 

线上课件、文献资料学习后，虽然有思考、撰写实验方案、检索鱼类图片识别鱼

类等教学驱动任务，但是学生从中学过渡到大学自控能力不足，有小部分同学需要教

师频繁督促完成线上教学任务，强化线上教学设计的形式、内容，如与学生生活贴近

 

1 动物学 II 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的金枪鱼、金鱼、鳄雀鳝等，让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也可以采用问卷调查、

访谈的形式进一步了解学生对本案例教学内容的兴趣点。 

（2）加强 AI 辅助教学 

受到精力、专业背景的影响，教师对AI 的理解学习还不够深入，也就很难将其

巧妙地运用于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当有跨学科的思维，自觉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可

以指导学生用 AI 对动物学的知识点设计歌词，按照学生喜欢的风格进行创作，用 AI

制作关于动物学家故事的视频，进行小组合作、评比分享。还可以生成AI 智能体作

为助教，利用 AI 助力学生考核与评估，让学生更主动地学，教师更有创造性地教。 

（3）更好地突出师范生培育的特色 

师范专业动物学课程思政需紧扣“教师教育”特质，通过师德案例浸润、数字技

术赋能等策略，将“一践行三学会”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行动。未来应进一步打通与

基础教育的协同通道，让师范生在“做中学、学中教”的闭环中成长为兼具学科素养

与育人智慧的卓越教师。同时也可以结合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工作，参考中学生物学教

学内容、课程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动物学课程思政教学，如采用学生制作微课等形

式。 

由于课程思政内容涉及面较广，要求教师自身要有过硬的政治、教学、科研

综合素质，才能确保教学效果，在以上方面，仍需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弥补自身的

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