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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板书担负着知识传递和课堂文化传承的双重任务。设计良好的板书不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理解

和建构，还有助于打造严肃活泼的课堂氛围、塑造立德树人的课堂灵魂、促进教学反思和提升育人质量。笔者以

板书教学在生物化学课程中的实践为例，按照针对学生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对板书进行了分类，分别介绍了每类

板书在多媒体时代的必要性和适用范围，以期使板书这一传统教学形式在新时代课堂教学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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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diversifying blackboard writing in college 
education: taking Biochemistry teach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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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ackboard writing undertakes the dual task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classroom culture inheritance. 
Well-designed blackboard writing will not only help students to better memorize, 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knowledge 
framework, but also create a serious but lively classroom atmosphere, strengthen the soul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leading to improved quality of education. Taking the practice of blackboard writing in teaching the Biochemistry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s categorized the blackboard writing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o be achieved, and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each type of blackboard writing approach in the multimedia era. Our goal was 
to make blackboard writing, a conven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 era of classroom education. 

Keywords:  conventional blackboard writing, electronic blackboard writing, classroom culture, knowledge framework 

construction, heuristic teaching, bi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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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板书的历史和现状 

板书的起源已无从考究。有学者认为，早在

我国北宋年间，王安石母亲的“画荻教子”即是板

书的雏形[1]。而黑板作为教学工具的普遍应用是

起源于欧洲。我国板书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62 年清代京师同文馆进行班级授课之时，距今

已有 160 年的历史[2]。板书作为传统的教学手段

沿用至今，其有效性已被普遍证明[1-4]。 

多媒体教学的兴起挑战了板书的权威地位，

甚至使人以为黑板即将退出教学舞台，即便是勉

强保留，也是只充当可有可无的“演草纸”。但教

育者很快认识到，即便是多媒体时代，板书的作

用也是不可替代的[3-5]。问卷调查普遍显示，大学

生在课堂上非常渴望看到老师写板书[6]。板书是

教师教学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不仅师范类院校，

各类综合和行业院校都将设计和书写板书作为教

师职业技能的重要考察指标 [7-8]。清华大学迄今

已经举办了多次教职工粉笔板书大赛。包括我校

在内的多数院校的学生评教项目中将板书列为

一级考核指标。各个级别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也将

板书作为重要的评分标准。我校新教师和引进人

才的教学评价环节也要求试讲人必须现场演示

粉笔板书。我国知名教授杨荣武先生以其 25 年

的生物化学教学经验告诫年轻人，一定不要做离

不开电子课件的老师，要具备“裸讲”的能力，即

可以脱离 PPT，用粉笔和黑板来授课的能力[9]。

由此可见，板书在多媒体教学时代不但不能被取

替，反而应该更加被重视起来，在新时代焕发新

的光彩。 

2  多元化板书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运用 

在前多媒体时代，从事生化教学的前辈们会

精心设计板书和挂图，尤其是讲到重要环节，更

是要精确到如何对应课程进度书写代谢循环，如

何列表，如何用彩色粉笔标注调节物等细节[10]。

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生物化学的知识不断

拓展，多媒体教学使得课堂的信息量大幅增加。

如今的课堂充满了科技色彩，包括三维分子结构

演示、代谢流程、3D 动画、直播等。那么，新时

代还要板书做什么呢？事实上，板书可以与先进

技术形成优势互补，实现课堂效果的最佳化[11-13]。 

2.1  板书的类型与应用 

由于生物化学课程内容繁多，覆盖面广，因

此涉及的板书类型也很多，分类标准也不尽相同。

例如：结构关系式、章节逻辑式、线索式、归纳

式、图表式等。针对课程内容，比较常用的有代

谢途径板书、分子结构式板书和公式推导板书等。 

依据“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可以按照

板书对学生的学习有什么帮助，或者说是针对具

体要实现的教学目标，来进行分类。 

2.1.1  记忆强化型 

导致生物化学难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知识难

以记忆。帮助学生记忆的板书主要作用是将课本

知识加以举例，或者其他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在黑

板上，强调其重要性。因此，这类板书主要针对

的是课程的重点内容，可以包括分子结构式、公

式、计算、代谢途径示意等。 

例如，在讲授生物分子异构问题时，可以

配合黑板书写分子式进行举例。当然，可选择

举例的分子很多，应该选择课程中经常出现或

后续会要求学生记忆的分子进行举例。比如：

亮氨酸和异亮氨酸对应碳骨架异构，葡萄糖和

果糖对应官能团异构，ω9 和 ω3 脂肪酸对应位

置异构和顺反异构，柠檬酸和异柠檬酸对应旋

光异构和潜手性的 R/S-原问题。黑板上通过一

擦一写的变化，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异构问题和

生物分子结构的认识。 

2.1.2  理解加深型 

(1) 公式推导 

米氏方程的推导和动力学常数的意义是生物

化学课程的重要知识点，而一般公式推导讲解使



 
ISSN 1000-3061  CN 11-1998/Q  生物工程学报  Chin J Bi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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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8 

用 PPT 讲授效果不佳，因此需要教师黑板书写的

内容包括：过渡态学说方程式、推导假设、推导

过程和结果方程，此外还包括 Km、Vmax、1/Km、

Kcat 以及 Kcat/Km 的物理意义的比较。 

(2) 碳骨架生成和断裂反应机制的理解 

生物化学以有机化学为基础，涉及有机化学

反应的机理。此部分知识用 PPT 讲解往往不易理

解，影响后续代谢途径的学习。因此，涉及化学

机制的部分需要进行以生物分子为例的板书讲

解，包括半缩醛反应、羟醛缩合、克莱森酯缩合

和 β-酮氧化脱羧等。 

(3) 对代谢途径调控的理解 

理解代谢途径的调节是生物化学教学中的难

点。可以通过一边讲解一边绘制板书的方式，使

学生更容易跟上老师的思路。例如，戊糖磷酸途

径在细胞不同需求时会受到不同的调控，这种调

控作用单纯用文字和方程式很难展示。通过板书

的设计 (图 1)，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形象化，便于

加深学生理解。 

2.1.3  思维启发型 

此类板书用于启发型教学环节，其目的是引

导学生从一个点出发，沿着预想的路线进行思考。

由于此过程需要教师指引学生一步步思考，需要

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下一步思路，因此不能使

用 PPT 预先设计，而是要使用板书进行灵活应变。

例如，由“核酸”二字启发相关知识，“核”可以引

出关于核酸分类和在细胞内的分布等一系列知识

点。“酸”代表化学性质，书写分子结构展示什么

基团体现酸性，而碱基也有碱性，怎么体现酸性？

又涉及 DNA 形成二级结构时碱基的位置，DNA

变性、复性、杂交、熔解温度等一系列知识点。

接下来什么实验能够证明核酸的酸性？米歇尔发

现 DNA 时是怎么验证的？通过以上环节在黑板

上的呈现，通过“核酸”两个字延伸到整个章节，

引导学生拓展思维，深入思考。这种板书在形式

上可以十分多样化，教师可以根据讲授思路进行

设计，例如中心发散式、逐步递进式或者多项归

一式等。 

 

 
 
图 1  板书结合 PPT 展示戊糖磷酸途径在细胞不同需求时的调控 
Fig. 1  Blackboard writing combined with PPT display to show the regulation of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cel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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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知识建构型 

根据建构主义的教育观点，教学要能够帮助

学生实现知识架构的搭建，以提升学生的认知水

平。在教学中，就需要教师不仅讲授知识点，而

是将其内在关联讲深讲透，即所谓的知识串讲。

这种讲解需要随着课程的进展。陆续将知识写在

黑板上，最后形成整体框架，也是不能由 PPT 代

替的。 

例如，糖酵解是学生最先接触的重要代谢途

径，针对这一途径，需要使学生充分认识物质代谢

伴随着能量代谢。代谢途径的阶段划分、每一步

反应的方程式和特点等都是 PPT 讲解，随着讲解

的进行，在黑板上提炼出每一步能量变化的信息，

最终形成整体的能量变化过程，并延伸到糖酵解

和糖异生代谢的能量转换关系，以及无用循环的

意义 (图 2)，以此帮助学生建构驱动代谢的热力

学和动力学相关知识框架。 

2.1.5  个性展示型 

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展示自我，那

么黑板就是最好的平台。此类板书不拘泥于形式， 

可以是形象化的绘图，例如，在讲解 ATP 来源之

氧化磷酸化的时候，学生并不掌握电子传递和

ATP 合成的机制，因此，通过设计个性化的黑板

草图，以一对电子的传递为例，简单描述生物氧

化、线粒体电子传递以及偶联 ATP 生成的过程。

其主要目的是在代谢概述中激发学习兴趣。或者，

在翻转课堂上，绘制代谢网络草图，将学生提出

的代谢案例标在相应的位置，或者由学生书写案

例及思路等。通过此类板书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课堂的参与度。 

2.2  板书的应用效果 

2.2.1  助力教学目标的实现 

设计板书的初衷和落脚点都是针对所要实现

的教学目标。因此，板书不是即兴随意地写，而

是根据各个环节的教学目标，有针对性、有计划、

有目标地写。板书的具体形式可以灵活多变，不

拘泥于传统的分类形式，而且应该随着时代的进

步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普适性的特点，成为教学

目标实现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图 2  板书结合 PPT 展示建构糖酵解能量代谢的知识框架 
Fig. 2  Blackboard writing combined with PPT display to construct knowledge framework for energy metabolism via 
glyco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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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提升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无论何种教学手段，目的都是使学生的学习

更加有效。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无疑能够大幅度提

升教师授课的效率，但是学生的接受效率却不是

能够一直随之提升的，甚至还可能因为信息量过

大产生疲劳，导致学习效率不升反降。有针对性

地设计板书教学，与 PPT 教学相得益彰，对于控

制课堂的节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氛

围都有明显的成效。实践中发现，使学生在课堂

上能够把头抬起来，是板书之所以能有效促进教

学的重要原因之一。45 人参加的问卷调查显示，

91%的学生认为板书对他们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不能被 PPT 取代。 

2.2.3  加强教师的教学反思 

板书设计的过程就是教师教学思路整理的过

程，包括对知识的理解内化、逻辑关系的梳理、

以及有针对性地输出外化的过程。那么在设计和

实施过程中，教师就会不断思考教学设计要达成

什么效果？效果是否已经达成？达成后是否能够

实现教学目的？能否支撑人才培养的目标？有了

这些反思，就有利于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渗透到课堂上教与学的每个环节。 

2.2.4  促进课堂文化传承 

课堂文化可以理解为课堂制度、信念和价值

观的总和[14]。我国教育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

古讲求“尊师重道”。课堂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

更是传承文化的讲坛[15]。从老师拿起粉笔的那一

刻，课堂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就跃然而出。当然，

课堂不是专断和对立的，愉快、仰慕、尊重和谅

解的和谐氛围才能够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效能感

和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无疑，板书教学有利于

师生建立平等的沟通氛围，增加学生对老师的认

同感和钦佩程度，传递积极向上的理念与价值，

焕发课堂文化的生命力。 

3  板书面临的问题 

虽然板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在一线课堂

上，其运用的范围和程度都在不断缩减，要想使

板书重新在课堂上兴起，需要教师突破以下几方

面的障碍。 

3.1  教师应从思想上回归课堂，真正投身教学 

好的板书要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写板书不

是生搬硬套，也不是为了有板书而写板书。板书

要紧密围绕教学目标进行设计，什么地方应该

写？怎样写才能帮助学生进行记忆、理解、知识

建构或者自主学习？这些都是教师需要深入思考

的问题。经过思考和设计的板书才能够更好地为

教学服务。然而，这无疑需要教师在教学上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今，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着

巨大的科研压力，在教学上难免产生浮躁情绪。

因此，需要提升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思想认识，

以“教书育人”为第一要务，提升教师的神圣感、

使命感和责任感。要知道，没有灵魂的课堂不仅

是一个教师的失职，更是有损于国家民族的未来。

因此，要重视写板书，实际上是要唤起教师的教

学投入和传统教育精神的回归。 

3.2  教师应提升自身素质，苦练基本功 

很多青年教师对写板书有抵触心理与书写能

力有关，毕竟练就一手流利工整的粉笔字不是朝夕

之功。此外，板书设计不仅要体现学术性，还要有

艺术性。板书设计的艺术性对于培养学生审美，提

升课堂的文化自信大有裨益。然而，大学教师多不

是科班出身，没有经过相应的训练。所以，青年

教师会担心书写板书即消耗了课堂时间，又起不

到展示自己教学优势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障碍，

首先教师要树立信心，潜心刻苦，把书写板书当

成为人师表的基本条件，反复进行锤炼；此外，

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逐渐积累，提升审美能力。 

3.3  教师应与时俱进，适应时代需求 

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也是衡量教师教学能

力的重要指标。“粉笔+黑板”传统板书的使用局限

于线下课堂，那么线上课堂如何使用板书呢？“电

脑+手写板”电子板书的运用，使得教师可以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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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转移到线上课堂，通过对手写板的熟练运用，

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在线授课中发现，电子板书

能够明显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思考，良

好地控制课堂节奏。此外，也可以将手写的文字

用 PPT 制作成动画视频，用于录播视频教学。学

生对于电子技术的接受能力更强，也经常运用手

写板或平板电脑的手写功能，将作业、翻转课堂

的课件板书等制作成图片和视频用于线上讨论和

交流。例如，在线上教学环节中，我们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科研实例”，然后进行翻转课堂展示。

学生选择了肿瘤代谢紊乱的课题，研究了瓦尔伯

格效应相关分子机制，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设

计绘制了电子动画板书 (图 3)。 

综上所述，新时代和新技术给课堂教学带来了

深刻的变革。无论什么样的教学技术和手段，最

终要服务于育人的根本目标。笔者在十余年的生

物化学教学中，实践了多媒体配合设计板书教学    

(图 4)，每页板书的设计都是以要使学生有怎样的

收获为出发点和最终要实现的目标。通过这样的尝

试，逐步提升了教学效果，获得了学生的认可，课

程和主讲教师团队多次获得各类教学成果和课程 

 

 
 

图 3  学生设计肿瘤细胞瓦尔伯格效应电子板书用于

“科研实例”教学翻转课堂展示 

Fig. 3  The students-designed electronic blackboard of 
Walberg effect in tumor cells used for flipped classroom 
display in the teach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ases”. 

 
 

图 4  粉笔板书教学课堂实拍 

Fig. 4  Classroom shoots of chalk blackboard writing 
teaching. 
 

建设奖项。我们希望在教学的每一分钟都能使学生

有所收获，希望在课堂上更多地看到学生眼中的光

彩，也希望在同行中进行交流和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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