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大学第一届课程思政教学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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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从一氧化碳合成蛋白质谈我国蛋白质饲料资源的创新与发展

课程名称 《饲料学》 总学时 32

课程类别
☑线下课程 □线上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虚拟仿真课程 □社会实践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通识选修课 □学门核心课 □学类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实践必修课 □集中实践选修课

思政元素 ☑铸魂育人 □民族团结 □东盟区位 □边疆稳定 □乡村振兴

所属学科  理科  工科  文科  医科  农科

授课教师 宋子仪、邹彩霞、孔志伟 所属学院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学对象 动物科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

程

简

介

《饲料学》是动物科学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饲料学是研究饲料与动物生产性

能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属于畜牧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本课程介绍饲料原料的种

类、营养价值、加工调制、配合技术以及饲料对动物生产性能的影响。课程内容广

泛，涵盖了从饲料原料的生物学特性、化学成分到饲料配方的科学设计，再到饲料

加工、储存与质量控制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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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

1）在了解饲料原料分类的基础、系统掌握常用饲料原料的营养特

性、加工调制方法、饲用价值和利用注意事项。2）学会饲料营养价

值评定的各种方法，掌握常见评定方法和饲料营养价值表的使用。

3）了解我国饲料资源现状及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以及我国配合

饲料的发展现状、产品形式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2.能力目标 具备辨别饲料原料的能力，提升饲料配方设计能力和创新意识。

3.素质目标

（思政目标）

通过了解饲料行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专

业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爱国情怀以及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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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对应

课程章节
课程第九章“蛋白质饲料” 第三节“单细胞蛋白质饲料”

案例教学

目标及

思政育人

目标

本案例通过介绍我国利用乙醇梭菌合成单细胞蛋白质饲料的突破，

帮助学生理解单细胞蛋白饲料的概念、营养特点和饲用价值。学生通过

学习该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掌握前沿生物工程知识，认识到科技创新在

饲料行业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专业兴趣，培养他们投身农业科技、促进我国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案例详解

（一）“事”（知识点、案例简介）

知识点：

案例重点要学生了解单细胞蛋白饲料的优势及其最新研究进展

案例简介：

作为世界饲料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我国近年来饲用蛋白原料对外

依存度长期保持在 80%以上、大豆进口最高年份已超过 1 亿吨，存在较

为严重的安全隐患。2021 年 10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所发布我国在

一碳生物合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国际上首次实现从工业废气

“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并已经形成万吨级的工业生产能力，获

得首个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产品证书。这一创新，开辟了一条低成本非

传统动植物资源生产优质饲料蛋白质的新途径，这对于降低和逐步替代

对大豆蛋白的依赖，同时减低碳排放，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理”（哲理、道理）

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一碳生物合成蛋白质方面的突破，彰显了科技创

新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核心力量。创新不仅源于产业发展需

求，更源于跨学科的协作与智慧的融合。生物学、化学与工程学的结

合，突破了传统技术的局限，为解决我国饲料产业的安全隐患和环境问

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这一成功案例深刻诠释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

性，彰显了在科技创新中，团结与协作如何成为攻克难题、实现突破的

关键力量。

（三）“德”（道德、公德）

我国在一碳生物合成领域的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科研人员的爱国

情怀。他们不畏艰难，攻克技术难题，推动了我国饲料产业的自主发

展，为国家的农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科研人员

勇于创新，打破传统技术的局限，开辟了新路径，展现了敢于探索、勇

于突破的精神。这一创新不仅有助于解决饲料安全问题，也降低了对大

豆蛋白的依赖，减少了碳排放，彰显了科研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

环保意识，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价值。

（四）“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四有新

人”）

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每个大学生都应成为有信

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四有新人”。我们要坚定理想信

念，勇敢追寻科技创新的梦想，敢于挑战传统，勇于探索和突破。在

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将个人成长

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只有通过不断奋斗，勇于创新，我们才能在激



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不仅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更是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责任与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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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设计考虑核心知识点+思政元素，在课程实施过程采用开放性设问导入——

学生探究分析——教师生动剖析进行组织，并辅以课前布置文献材料检索任务，课

后撰写深入调查报告。

课前探查：在课前，布置学生进行文献检索，要求学生查找关于我国饲用蛋白

原料对外依存度的相关数据，并让学生思考：为什么我国的饲用蛋白原料依赖度如

此之高？这一现象对国家畜牧业安全意味着什么？

设问导入：教师通过引导性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如何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国家

在蛋白饲料资源安全上的隐患？之后，教师简要介绍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一碳生物合

成方面取得的突破，并通过图文资料展示该技术的应用和意义。随后，引导学生深

入分析该技术如何从源头解决了饲用蛋白的进口依赖和安全隐患。

学生探究分析：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讨论以下内容：

1、这项技术的创新点在哪里？从技术角度，如何理解工业废气到蛋白质的转化

过程？

2、跨学科合作在这一技术突破中的重要性有哪些？

3、科技创新如何体现国家的战略需求，并在全球化竞争中帮助我国实现“弯道

超车”？

教师生动剖析（思政按 事-理-德-人 融入）：

1. 事：详细讲解从一氧化碳合成蛋白质技术的原理及其如何帮助我国实现饲料

自主生产，减少对外依赖。

2. 理：解析科技创新如何基于扎实的科学原理，不断推动技术的前沿发展。讲

解传统蛋白质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及新技术的创新突破。

3. 德：强调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讲解科研人员如何将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

需求紧密结合，为社会、为环境、为人民贡献力量。

4. 人：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他们以创新精神和责任感投身

未来科技发展，尤其是畜牧业和环保等关键领域。

课后拓展：要求学生就从一氧化碳合成蛋白质技术的应用现状进行深入调查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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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悟：

之前，学生对单细胞蛋白质饲料的学习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

刻理解。通过本案例，学生首先认识到我国在饲料原料方面的依赖问题及其安全隐

患。通过了解一碳生物合成技术的突破，学生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如何为解决国家

实际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同时，学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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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学科知识与国家发展需求的紧密联系，激励他们将所学应用于实际问题，推

动社会进步。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通过一碳生物合成技术的案例，成功地将抽象的理论与国家

实际需求相结合，让学生更加清晰地看到学科知识的应用价值。学生们通过课堂讨

论，能够从创新的角度思考问题，并认识到科技创新对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从思政角度出发，将“科技自立自强”和“为人民服务”

的价值观深刻融入教学中，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