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生命的共同语言

《生物化学》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生物化学》

专 业：高职护理专业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类别：理论课

授课学时：36学时，2学时/周

考核方式：考试课

教学单位：

授课教师：

教 材：人民卫生出版社《生物化学》

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课程总体概述

课程的

性质与地位

《生物化学》是护理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开设在第一学期，总计为

36学时（周2学时）。本课程为纯理论课程。本课程的理论知识将为后

继开展的《病理学》、《药理学》、《检验》等核心专业课提供必备

的生物化学知识，同时对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学生在预防疾病和促

进健康方面提供理论基础，提升学生护理能力。

课程简介

生物化学是在分子水平上探讨生命现象的本质的科学。社会对护理人

员的工作要求已不能只局限于单纯地被动执行医嘱的护理工作模式，要求

护理人员更要注重服务对象的整体性及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措施。要求

护理人员具有常见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做出分类鉴别的能力，具有一定

的疾病诊断、治疗、预防的能力。生物化学为学生学习护理专业其他学科

夯实了基础，坚实了根基。

学情分析

护理专业护理专业的学生来源包括中职生和高中生，从2022年开始，

学生的来源占比不断变化，中职学生占比越来越大，具体数值如下。

学生来源统计 中职起点学生占比统计

教材的选用

教材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是三五规划教材《生物化学》教材2022年

第2版，本紧扣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充分结合护士执业资

格考试要点，科学合理设计教材体系，其配套的实习解析也可以巩固学生

所学理论知识。参考教材主要为教师拓宽理论深度和广度。



选用教材 参考教材1 参考教材2 参考教材3

教材处理

内容优化

护理专业的学生来源包括中职生和高中生，学生基础知识差异大，增
加了生物化学的授课难度，通过数据分析，对教材内容进行处理，进行了
知识内容重构，并入学第一课进行摸底测试，摸清学生知识、技能基础，
进行教学总体设计，利用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化学、生物、生物化学的
学习情况。并且每次课前的课前测试，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合理调整教学
内容。

2022年与2023年基础知识测试摸底 2022年与2023年调查问卷



考核评价

体系

学习

常用网址

教材资源分享：Jh.ipmph.com

中国慕课大学：中国大学MOOC(慕课)_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 (icourse163.org)

智慧职教国家资源库：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smartedu.cn)

本课程教学资

源展示

基于智慧职教国家资源库，我选取与本专业相关优秀资源加入到自己的

教学设计中，完善教学过程，做到知识与技能同时传递。同时我制作了图文

并茂的电子书，让学生对知识的把握更加清晰准确。

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s://vocational.smartedu.cn/


《生物化学》教学设计

一、教学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氨基酸代谢—氨基酸脱氨基作用、氨的代谢 课程类别 理论课

授课班级 2023级护理6班 班级人数 28人

授课时数 36学时，2学时 考核方式 考试课

二、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包括氧化脱氨基作用、转氨基作用，联合脱氨基作用；

2.熟悉氨基酸代谢概况；

3.掌握氨的来源、去路及转运；

4.理解鸟氨酸循环的基本过程及肝性脑病的发病机制。

能力目标
1.学会运用氨基酸代谢知识解释急性肝炎和心肌梗死病人的血清中ALT和AST的异常。

2.能够运用氨基酸代谢相关知识从生化角度探讨肝性脑病的发病机制及其护理原则。

素质目标
1.通过肝性脑病的护理知识，培养其职业认同感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2.加深医学检测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培养其职业认同感，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学情分析

部分学生课前测试摸底分数 学生课前课前综合能力评估

知识脉络与教

学重、难点

知识脉络与教学重、难点突破



三、教学策略

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交流讨论法

考核评价

课堂中就每个参与环节进行赋分，根据各项在综合评价体系的占比进行分数分配，最终加和折合。课前测试、
课后测试、课后拓展、小组作业、课堂笔记每人都可得分，知识回故每人只可答一题，与课堂答题不冲突，课堂答
题每人限一个，以上得分均当堂给分。本次课设置13个课堂答题，2个小组作业，5个课前回顾，均纳入考核点。

授课过程中对学生的考核

教学内容设计



板书设计



四、教学过程

课前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前测试

【课前任务】 【发布任务】

完成智慧职教课前测试，包括理论知

识测试和护理技能测试。

【完成任务】

每个人在智慧职教app完成课前测试，

获得课前测试得分。

设计意图
护理专业学生来源，中职学生所占比例较多，自主学习能力较弱，因此不采用复杂的课前引导，以免引

起学生厌学情绪，用测试题的方式进行课前引导，既可以让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有个简单的认知，又

可以评估学生的前置知识对平，有效调整教学内容。

课中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温故知新

（5分钟）

【课前测试分享】

1.分享参与课前测试的学生数量、分数

段数量，以备课后测试进行对比。告知

学生，授课手册已经进行课前测试计分

。

【观察课前测试数据】

对比其他同学所得测试分数，记忆自己

所在分数段。通过反馈了解自己的知识

盲点。



2..课前知识回顾

组织学生上黑板答题，每人一题

黑板答题，正确获得2分。

设计意图
通过观察课前测试数据，督促学生完成课前任务，获得过程性考核得分，找准自己知识欠缺，与其他学

生知识掌握的差距，让学生通过在黑板答题的方式，即回顾了以往知识，又可以在上课之初活跃课堂气

氛，让学生更快进入上课状态，同时激励学生主动学习。

导入新知

（3分钟）

【课程导入】

出示肝功能化验单，让学生找到今天

要学习的相关知识点。

【发布思考问题】

请思考：

1.化验单中的检测的谷草转氨酶是什

么？有什么作用么？

2.化验单中的检测的谷丙转氨酶是什

么？有什么作用么？

根据智慧职教答题情况，给每个小组

每人赋2分.

【完成案例分析】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通过老师发布的

材料，运用网络资源查找，完成老师

发布的任务，完成智慧职教导课案例

测试题回答。



设计意图
用病例出发，引导学生思考，建立临床思维，将理论联系临床，引发探究，明确学习目标，提升学习效

果。

新科传授

（7分钟）

【夯实基础】

总体概述

带学生先记忆氨基酸脱氨基作用中3
种氨基酸和α-酮酸的关系。

【发布任务】

老师用课件发布任务，让学生在一定

时间内背诵3种氨基酸与ɑ-酮酸的一

一对应关系。

抽查背诵情况，当堂给学生赋分2分。

【发布任务】

短期记忆，回答问题，获得课堂答题

分数。

回忆背诵过的的三种氨基酸对应关系

，得出谷氨酸脱氨基方程。

设计意图 基础牢固，大厦才能越建越高，通过课程抽查提问、当堂计分的方式让所有同学夯实基础。

新知传递

（5分钟）

【新知传授】

一、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

（一）氧化脱氨基作用

氨基酸的代谢主要是脱氨基，但是脱

氨基需要相应的酶的作用，人体内最

重要的氧化脱氨基作用。

【发布任务】

带领学生找到书中定义，从定义出发

，理解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的实质。

【重难点突破】

1.看教材，划重点，做好笔记。



新知传递

（10分钟）

【新知传授】

教师以L-谷氨酸（氧化脱氨基最重要

的氨基酸）为例讲解。

（二）氧化脱氨基作用

【发布任务】

给出氨基酸脱氨基的公式，提问生成

物是什么，复习三对氨基酸与酮酸的

关系。

给出氨基酸脱氨基的公示，提问生成

物是什么，复习三对氨基酸与酮酸的

关系

【学生猜想】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猜想完成教学任务

。

抢答得2分，每人限一题

（二）转氨基作用 【引申提问】

当某些氨基酸不能氧化脱氨基时，氨

基酸又怎么脱到氨基呢？

【学生讨论】

以小组为单位继续猜想，讨论得出氨

基酸间发生了氨基的转移。



其催化的反应如下：

教师讲解：转氨基作用只是氨基发生

了转移，并没有游离的氨的生成，但

α-酮酸接受氨基后生成了相应的α-氨
基酸，故转氨基作用也是体内合成非

必须氨基酸的重要途径。

教师讲授：转氨酶种类多，特异性强

，除赖氨酸、脯氨酸和羟脯氨酸氨酸

外，体内的氨基酸均可在相应转氨酶

的催化下发生转氨基作用。其中尤以

丙氨酸转移酶（ALT）和天冬氨酸转氨

酶（AST）最为重要。

每个小组上交一份猜想关系，正确即

可得2分。

学生理解：转氨基作用与氧化脱氨基

作用的区别。

背诵的三种氨基酸对应关系后，以小

组为单位完成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的氧

化脱氨基作用的简化方程式。

抢答得2分，每人限一题

设计意图 基础牢固，大厦才能越建越高，通过课程抽查提问、当堂计分的方式让所有同学夯实基础。



案例诊断

（10分钟）

【课前案例解惑】

人体内各种酶在组织器官中的活性和

含量。

转氨酶广泛分布于各种组织细胞中，

其中以肝和心肌含量最丰富。测定血

清转氨酶活性，可作为诊断疾病和预

后测评指标之一。

【引导观察】

引导学生观察谷草转氨酶（天冬氨酸

转移酶AST），谷丙转氨酶（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ALT）在人体组织中的活性

和含量。

ALT：7—40U/L；AST：13—35U/L

给出氨基酸脱氨基的公式，提问生成

物，复习三对氨基酸与酮酸的关系。

【回顾案例】

带领学生回顾课前案例，用刚刚学习

的知识解决课前案例的思考问题。

1.看教材，划重点，做好笔记。

2.回答问题，获得课堂答题分数。

【联系案例】

学生回忆课前任务中的化学检验单与

转氨基作用想联系，再次理解化学

检验的作用。

【小组研讨】

学生通过研讨得出结论

（三）联合脱氨基作用 【深入思考】

在你的理解中联合脱氨基作用是什么

流程呢？

【整体把握】

学生整体把握转氨基作用与氧化脱氨

基作用联合使用就是联合脱氨基作用



【教师总结】

教师总结联合脱氨基作用是指转氨基

作用与氧化脱氨基作用联合使氨基酸

的α-氨基脱去病产生游离的氨的过

程。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正如《三国演义

》中赤壁之战，刘备、孙权联手抗曹

，集智勇之士，方能以弱胜强，展现

了团结一心、协同作战的巨大力量。

古代智慧告诉我们，单打独斗难成大

业，唯有团队合作方能成就非凡。

设计意图
回顾之前知识，既可以巩固基础，又可以延申至下面所讲课程，让学生通过所学研讨出转氨基作用的两

个重要反应，加深印象，即完成了重难点的突破又与课前案例相联系，解决案例困惑。运用中国名著故

事引导学生，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新知传递

（5分钟）

（四）嘌呤核苷酸循环 【过渡提问】

肝和肾等组织中的大部分氨基酸可以

通过联合脱氨基作用实现脱去氨基的

目的，那么我们查一查在骨骼肌和心

肌中L-谷氨酸脱氢酶怎么样呢？

【引导看途径】

老师引导：引导学生看懂嘌呤核苷酸

【自主学习】

学生查找资料：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在

骨骼肌和心肌中L-谷氨酸脱氢酶的活

性较低，不能通过联合脱氨基作用脱氢

。

学生跟随：在老师引导下，掌握嘌呤核



循环。要点：1.起始点；2.可逆符号

；3.底物、产物和对应的酶；4.名称

的起源（因该循环中需要嘌呤核苷酸

的参与，且最后由腺嘌呤核苷酸脱氨

基生成游离的氨）便于记忆。

【课程延申】

其中转变为糖及脂类，根据α-酮酸在

体内生成糖和脂类产物的不同，氨基

酸可分为生糖氨基酸、生酮氨基酸和

生糖兼生酮氨基酸三类。

提问：多吃蛋白质会胖呢？

苷酸循环图。

学生理解：通过“顺口溜”的形式，记

忆转变为糖和脂类的氨基酸的名字

【学生讨论】

在老师的提示下，看教材、在网络找资

料完成问题，蛋白质吃多了会胖，首先

有些氨基酸是生糖氨基酸可以转化成

糖，糖又可以转化成脂，因此蛋白质吃

多了会胖。

抢答得2分，每人限一题

设计意图
通过嘌呤核苷酸循环的讲解，让学生掌握，所有反应的发生都需要条件。通过α-酮酸的代谢途径引申到

糖代谢，为后面课程内容埋下伏笔。



氨代谢导入

（3分钟）

【案例思考】

某病人，女，44岁，因昏迷入院，经

问病史得知，该病人近几个月来，频

繁发生昏迷，且每次发病前均有进食

高蛋白食物史，此次发病前因亲友宴

请，吃了很多烤鸭。肝功能显示：血

案160μmol/L，ALT155U/L。

【过渡引入】

氨基酸代谢下来的去哪了呢？除了刚

才学习的氨基酸脱氨基作用产生的氨

，氨还有其他来源么？先看一个案例

【案例问题】

请思考：

1.该病人初步诊断为何种疾病？

2.进食高蛋白饮食与该病的发生有何

关系？

3.作为临床护理人员，你应该提醒该

病人在饮食上注意些什么？

【找线索】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仔细通读案例，找

到刚刚学习的知识，说明问题。

【研讨结果】

ALT155U/L，超过正常值7-40U/L

初步诊断为肝功能损伤。

设计意图
温故知新，对以前的知识进行复习，又能承上启下新知识。再结合课前发布的任务有效引出知识点。知

识上由浅入深，从大家容易理解的L-谷氨酸脱氨基开始，逐步深入思考，做到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理解同

步进行。

新知传递1

（7分钟）

毒性物质——氨 【引导思考】

过渡提问：课前任务中肝性脑病正因

为血氨浓度过高引起的，那么氨在体

内的来源是有哪些呢？

【温故知新】

学生结合以前知识回忆

1.氨基酸脱氨基可以得到氨。

2.蛋白质的腐败作用在肠道内进行，肠

道内应该有氨。



二、氨的来源

引导：人体内的氨主要来自蛋白质，

大家从蛋白质的去路考虑。

【总结讲解】

1.氨基酸脱氨基作用

2.肠道吸收

3.肾小管上皮细胞分泌

4.其他来源

利用图形，解释氨的其他两种来源途

径

学生举手抢答，回答正确即可得2分。每人每

堂限一题。

设计意图 探讨氨的来源目的是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要从根本出发，同时为之后的病例的护理要点提供主要思路。



新知传递2

（10分钟）

三、氨的转运

（一）谷氨酰胺的运氨作用（主要）

带学生回忆谷氨酸脱氨基作用。

在脑、肌肉等组织中，谷氨酸与氨在

酶的催化下合成谷氨酰胺，后者经血

液输送到肝和肾。

【过渡提问】

氨具有毒性，能透过细胞膜与血脑屏

障，对中枢神经敏感，尤其是脑组织

。氨在血液中是以什么形式进行无毒

运输呢？

【引导总结运输要点】

教师引导学生逐步说出运输的要点。

【纠错】

谷氨酸无毒，易溶于水可以携带氨基

且脱氨基容易，它在人体日常酸性环

境中不易透过细胞膜，因此不能运输

，谷氨酰胺是谷氨酸和氨基结合的产

物，满足所有要求，因此谷氨酰胺的

运氨作用是人体的主要运氨形式。

【提出问题】

健康人血氨浓度很低，正常范围是？

【学生猜测】

学生猜测游离的氨是有毒的，但是氨基

存在于其他物质时就可以运输了。

1.与其他物质反应，新物质无毒，例如

谷氨酸

2.新物质容易脱氨基

3.新物质易溶于水

在老师引导下通过谷氨酸脱氨基作用

联想，可能是以谷氨酸形式运输的。

学生根据公式记忆：

学生举手抢答，回答正确即可得2分。

每人每堂限一题。

【寻找答案】

学生通过教材和网络找到答案



（二）丙氨酸—葡萄糖循环（肌肉）

【教师引导】

让学生通过下图，说出在丙酮酸在肌

肉与肝中的转运。

血液中的主要以无毒的形式运输，然

后在肝内合成尿素或在肾以铵盐的形

式随尿排出。

【延申提问】

如果氨过度，又不想消耗人体中过多

的ɑ-酮戊二酸，怎么办呢？

血氨≤0.06mmol/L。

【形象记忆】

学生通过形象记忆，谷氨酰胺在、肌肉

等组织形成，并在血液中运输，目的地

是肝和肾。

【解决问题】

学生通过查阅教材找到答案，精氨酸的

临床应用：使合成尿素增多，血氨浓度

降低。临床上可利用精氨酸治疗高血氨

症。

学生举手抢答，回答正确即可得2分。

每人每堂限一题。

设计意图
探讨氨的转运引导学生理解人体的解毒机制，回顾氨基酸的种类，谷氨酸的脱氨基过程为之后的病例的

护理要点提供主要思路。



新知传递3

（10分钟）

三、氨的去路

（一）尿素的合成

正常人，体内80%-90%的氨以尿素的

形式随着尿排出，少量的氨合成谷氨

酰胺或参与嘌呤、嘧啶等含氮化合物

。

【实验引导】

通过实验探究尿素的器官是？

【教师讲述】

体内大部分氨是在肝经鸟氨酸循环合

成尿素，经肾随尿排出体外。

三羧酸循环之父，德国科学家Hans
Krepes 不但发现了尿素循环，他发

现的三羧酸循环是生物化学里程碑式

的发现。

【学生探究】

肝是合成尿素的主要器官。

学生举手抢答，回答正确即可得2分。

每人每堂限一题。



（二）铵盐的合成

设计意图
探讨氨的去路引导学生理解人体的氨最终的代谢去路，并了解科学家的伟大发现，引发学生思考，同时

之后的病例的护理要点提供主要思路。

案例诊断

（10分钟）

四、高氨血症与肝性脑病

肝是合成尿素解氨毒的重要器官, 鸟

氨酸循环是维持血氨低浓度的关键。

（一）高氨血症

【引导讲述】

通过名称“高氨血症”猜测是什么原

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引导学生看板书从氨的来源、运输和

去路来考虑。

肝合成尿素是维持血氨动态平衡的关

键

【临床措施】

从来源、转运和去路提出肝性脑病的

护理要点。

【猜测原因】

学生通过名称“高氨血症”猜测分析，

参考学过内容，猜测血液中氨的含量过

高的原因。

1.氨的来源过度

2.氨的运输被截断

3.氨的去路减少，可能是尿素循环受阻

。

【猜测护理要点】

学生分析：首先控制氨的摄入，，如限

制蛋白质摄入量、降低血氨浓度以及防



（二）肝性脑病

采用口服酸性利尿剂、酸性盐水灌肠

、静脉滴注或口服谷氨酸盐和精氨酸

等降血氨措施。

止氨进入脑组织是治疗该病的关键。

回忆氨的转运应用： 精氨酸的临床应

用：使合成尿素增多，血氨浓度降低。

临床上可利用精氨酸治疗高血氨症。

学生举手抢答，回答正确即可得2分。

每人每堂限一题。



设计意图
在整体上把握氨的来源、去路和转运，在逐步突破知识点，通过图表和公式的形式直观展现知识原理，

让学生一目了然。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相关知识，课堂由教师主导向学生探寻转变，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

课后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后固学

与拓展

【课后测试】

生物化学——氨基酸代谢题库

【发布任务】

建立题库，组建本节所学内容、上节联

系内容，内容包含知识基础、技能测试

、素养测定。发布课后测试作业。

【总结教学效果】

与课前测试综合对比，得出学生综合能

力提升数据图，了解学生每个学生提升

情况，便于指定针对性教学。

【完成测试】

利用智慧职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后可

测试。

教学效果对比

课前、课后测试对比 分数提升数据分析 平均能力提升对比



笔记整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每堂课的教学笔记均下课收取，教师课后上分，作为每堂课的课堂笔记得分。

每人都交，有请假的同学，可以补充笔记得笔记分数。

五、教学反思

延续：课堂教学重在准备，做到有备而教，教而有思，思而有得。氨基酸代谢的重点内容，由于知识的难理解性，先让学生牢牢记

忆脱氨基作用中三种氨基酸的对应关系，然后再开始氧化脱氨基，转氨基及联合脱氨基作用在解决了关键点后，就变得简单了。氨的

来源、去路及转运，需要先从整体概述，让学生有整体了解，通过图表、公式等多种形式把知识点进行展现，让深奥的知识简单化。

在通过不断设问的形式，引发学生思考，主动探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本节难点问题，肝性脑病的发病机制，完成本节教学任务。

改进：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学校硬件和软件资源的限制，运用的信息化手段相对单一，因此更加侧重课程与学生的互动，在以后

教学中，应该思考，把有限的教学资源更加有效的融入课程教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