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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属于理工科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

结合了农林科目和理工类知识，数属于高等教育基础课

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课程开展过程中，通常面临

着教育和学习两难的问题，“三羧酸循环”是生物化学

中的重要知识点，被誉为物质代谢的枢纽，概念十分抽

象，生物化学结构复杂，在“三羧酸循环”相关知识教

学过程中，教师讲解存在困难，学生的理解和知识的掌

握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属于很难懂的科目。但是关于 

“三羧酸循环”的知识又是重点，因此，进一步探索“三

羧酸循环”的教学的有效方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如何

让学生加深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掌握学科内容，相关教

育工作者应该结合教学实践和经验，在新教育理念背景

下，加强教学改革，不断提升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此学科的教育实践过程主要分为几个阶段，分别是

教学授课阶段、师生协同合作阶段和学生实践展示阶段。

不难理解，教学授课阶段主要是教师以授课活动为主，

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对知识体系和重点知识进行讲

解，辅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师生协同合作阶段是发

挥教师的带头作用，协助学生查找文献，拓展学生的认

知和视野，并针对教学知识设计问题，学生通过小组讨

论和交流，总结归纳知识点，进一步掌握知识点。学生

实践展示阶段主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对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以多种形式对知识进行展示，做到理论结合实践、

融会贯通。

1 教学授课阶段解析
1.1 温故知新，促进新旧知识的融合记忆

主要的做法是在学习新知识之前，需要对之前学过

的旧知识进行回顾，了解上一章节的知识内容，并且在

旧知识的基础上，引出新的知识点，注重教学的关联 

性，比如，进行糖酵解的终产物丙酮酸相关知识教学，

应该引申出其在有氧的条件下去路问题，以便传授新的

知识。

1.2 注重知识的整合，多层次剖析

“三羧酸循环”的相关知识授课过程中，应该结合

具体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知识的剖析，

比如生理意义、反应历程和调控机制等等。进行多方面

的阐释，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在反应历程的讲解过程

中，需要将不同的反应阶段和反应历程进行有效的结合，

还要注重内部生化的逻辑性，并且对反应的条件和场所

以及抑制剂情况与生理意义进行阐述。

1.3 注重理论结合实践，注重知识的灵活运用

在相关课程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结合先进的教学

手段和教学设备，不断创新与改革教学方法，目的是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

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提高，才能提升教学效果和教

学质量。新教育理念下，教师应该善于运用先进的教学

设备，比如利用多媒体技术与传统的板书教学进行有机

融合，在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与改革，灵活

应用先进的教学设备，开展多样化的课程教学。

1.3.1 应用问题教学方法

问题教学方法主要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对新的知识点进行引入，

并强调重点知识内容。

1.3.2 图形动画教学法

比如进行代谢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原始

动画和图表进行结合演示，表现具象的代谢历程，在展

示过程中，学生通过观察精美的图表与动画，进一步明

确了代谢相关知识的重点，有助于学生加深知识的理解

和记忆。

1.3.3 引入参考文献辅助教学

引入参考文献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对难点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对“三羧酸循环”的延展性知识进行了解，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3.4 小组讨论教学方法

首先要求教师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对问题进行设

计，学生结合问题，收集相关资料，按照实际教学要求

分成若干学习小组进行交流和讨论。整个过程体现了学

生的互动性特点，通过学生的互动和交流，有利于增进

师生之间的感情，也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质量，

最终实现共同进步和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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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对比教学方法

在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应用对比教学方法具有良

好的效果。比如将“三羧酸循环”知识和糖酵解的相关

知识进行对比教学，讲解两个知识点的相同点和差异 

性，有助于帮助学生区分两个知识点的异同，加深记忆

和理解，运用对比教学方法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对中间

物的分子结构相关内容教学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

通过推导，加深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更加明确反应的整

个历程。

1.3.6 趣味性教学

应用有趣的口诀和谐音短句，对一些难以记忆的知

识点进行概括和处理，有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和对知识

的掌握。

2 师生协同合作阶段教学改革
2.1 查阅参考文献，对知识点进行拓展与延伸

教师应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查阅相关的

文件，加深对“三羧酸循环”相关内容的理解。比如开

展“三羧酸循环”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查阅相关

文献，了解“三羧酸循环”的发现者，进一步了解相关

知识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并在学习中

得到启发。通过比较“三羧酸循环”与五行的相关知 

识，对宇宙间的现象和概念进行了解，进一步感受微观

的、模糊的、宏观的五行循环现象，而“三羧酸循环”

是人体中的微观循环，具有精确性和宏观性，学生从医

学的角度，加深理解，在生物化学教学体系中，“三羧

酸循环”被形容为二维和直径固定的圆，结合当下四维

时空观的角度，“三羧酸循环”被认为是一个时速有快

慢的“陀螺”，基于此，应用此种方法可以加深学生的

记忆。

2.2 注重进课堂交流与讨论，对问题进行设计

教师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问题，引导学生

积极的收集相关资料，通过分组的形式展开课堂交流和

讨论，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知识

的积极性和独立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比如教师提出

“三羧酸循环”的第一个底物是什么的问题、循环释放

二氧化碳中的 C 原子来源问题、循环的目的以及生理意

义相关问题等等，学生结合教师提出的问题，加强小组

分析和讨论，寻求问题的标准答案，在探索中掌握更多

的知识，并且加深了相关知识的了解。

2.3 注重师生互动，引导学生加强知识的归纳与总结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课堂交流和讨

论，与学生开展合作学习和互动，并且引导学生善于总

结，对重点知识和要点知识进行个性化的表达，比如可

以应用图表和歌决的方式对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目的

是加深难点知识的记忆。教师还应该积极的引导学生书

写“箭头反应式”，注重知识的逻辑性，掌握记忆知识

的技巧，联合实际的生物化学现象，注重知识的具象化

表达，促进知识教学的创新与融合，有助于加深学生对

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3 学生实践展示阶段创新改革
生物化学“三羧酸循环”的教学应该摆脱传统死板

的教学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鼓励学生

在知识的理解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相关知识的表

达和展示。比如可以结合小品、话剧、朗诵、讲故事等

艺术形式将“三羧酸循环”相关内容进行创新性展示，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很多学生发散创新思维，将

“三羧酸循环”的相关知识进行加工和改编，应用多媒

体技术，并且结合诗歌和朗诵的艺术形式对内容和知识

进行展示，提高了知识传播的趣味性，并且将“三羧酸

循环”中的代谢物质模拟成具体的人物，通过讲故事的

方法，具有逻辑性的展现知识体系和知识内容，通过创

新教学方法和知识的展示途径，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知

识的学习兴趣，加深了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同时提高学

生的创作激情，使整个生物化学课堂变得趣味横生、刻

骨铭心。

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相关的知识点和教学内容都

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作为教师

应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设置综合分析题，例如可以提

出葡萄糖在有氧的条件下产生氧化分解反应需要经历哪

些途径，并对产生的能量数量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后，

学生结合自己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自行设计和绘制代

谢图，将不同的代谢途径进行有效的把握，同时明确整

个代谢体系中的地位和相互关联，加深代谢之间关联性

的理解和认知。

4 结论
“三羧酸循环”在生物化学教学中具有一定的难度，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存在困难，因此，在新教育体制改

革背景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积累，进行教学

改革的更多尝试，明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加强互动与交流，提升教学

效果，注重知识掌握和知识教学的创新性和创造性，在

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加强教学改革与探索，可以满足当

下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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