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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体是蛋白质合成的唯一场所吗
——由一道高考题引发的思考

赵姬(江苏省昆山中学 江苏苏州 215300)

2015年江苏省生物高考中一道与“细胞内分泌蛋

白的合成场所”有关的试题，虽然试题难度不大，但是考

生的作眢隋况却不是很好。究其原因，可能与有些教师

在教学上存在一定误区，从而导致知识讲授不当有关。

1’原题及答案

图1为真核细胞结构及细胞内物质转运的示意

图。请回答下列问题：

细胞外 ●

图l 真核细胞结构及细胞内物质转运

(1)图中双层膜包被的细胞器有——(填
序号)。

(2)若该细胞为人的浆细胞，细胞内抗体蛋白的

合成场所有——(填序号)，合成后通过一——运输到——(填序号)中进一步加工。
(3)新转录产生的mRNA经一系列加工后穿过

细胞核上的——转运到细胞质中，该结构对转运
的物质具有 性。

(4)若合成的蛋白质为丙酮酸脱氢酶，推测该酶

将被转运到——(填序号)发挥作用。
参考答案：(1)④⑤ (2)①② 囊泡③

(3)核孔选择}生(4)④
2简要评析

学生的主要问题出现在第二小题上，关于“细胞

本文是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2013年度第十期课题《普通高中

师生共建教学问题库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13JKl0一L086)
的研究成果。

内抗体蛋白的合成场所”，参考答案是“①(核糖体)和

②(内质网)”，但是绝大多数考生只回答了“核糖体”。

原因在于，平时的教学中，教师更多地强调蛋白质的

合成场所是核糖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是对核糖体合

成好的肽链进行加工和运输，致使学生错误地认为

“核糖体是蛋白质合成的唯一场所”。

那么，内质网到底能否参与蛋白质的合成呢?实

际上，题中的“抗体蛋白”是分泌蛋白中的一种。而关

于分泌蛋白的合成，翟中和等主编的《细胞生物学》

(第四版)是这样饵释的：“蛋白质首先在细胞质基质

游离核糖体上起始合成，当多肽链延伸至80个左右

氨基酸残基时，N端的内质网信号序列暴露出核糖体

并与信号识别颗粒(SRP)结合，导致肽链延伸暂时停

止。”书中同时还提到，直至信号识别颗粒与内质网膜

上的SRP受体结合，这种结合的相互作用被GTP与

SRP和SRP受体(DP)的结合所强化。核糖体／新生肽

与内质网膜的移位子结合，信号识别颗粒脱离了信号

序列和核糖体，返回细胞质基质中重复使用，肽链又

开始延伸。以环化构象存在的信号肽与移位子组分结

合并使孔道打开，信号肽穿入内质网膜并引导肽链以

袢环的形式进入内质网腔中。与此同时，腔面上的信

号肽酶切除信号肽并快速使之降解，肽链继续延伸，

直至完成整个多肽链的合成，蛋白质进人腔内并折

叠，核糖体释放，移位子关闭(图2)。

移位子／，7 之

掣面型内质网信号肽酶—+◆

图2分泌蛋白的合成与其跨越内质网膜的共翻译
转运图解

可以看出，分泌蛋白的合成不只是在核糖体上完

成，也需要内质网的参与。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核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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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生物微课评价的思考与建议
章青(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江苏苏州 215011)

近两年各地的微课评比不断展开，教师的参与热

情很高，但笔者通过观察、冷静思考后发现，对微课的

评价还缺少一个针对学科特点的评价方案，下面结合

各种微课比赛的评价方案来谈谈中学生物微课的评

价方法。

1中学生物微课评价应注意的问题

对于微课的评价既要考虑微课的共性，也要结合

生物学科知识与教学现状，考虑生物学科的特殊性，

因此，微课制作应具有下列几点。

1．1教学内容的选择性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因此课程标准

中规定的实验还是要求学生通过亲自动手实验来学

习，这样实验教学一般不用微课的方式。但由于我国

目前教学条件各地差异很大，也有少数地区的实验条

件很差，不能满足学生实验的要求，这样可以由教师

录制成微课视频让学生观看，但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

措施还是要通过改善实验条件来实现。类似的还有模

型制作内容也不适合制作微课。

1．2学习对象的特殊性

不同学校的学生学习能力不同，不是任何教师制

本文为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2013年度第十期立项课题《中

学生物“微课程”开发与评价研究》(课题编号：2013JKl0一L144)

的成果。

体上的肽链进入到内质网腔中，先要不断地进行延伸

和合成，而后才进行折叠和加工。在人教版《生物·必

修1·分子与细胞》P．45也有这样一句话：“内质网是由

膜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是细胞内蛋白质合成和加工，

以及脂质合成的‘车间”’，也提及内质网是可以参与蛋

白质的合成。因此，核糖体并非是蛋白质合成的唯一场

所，蛋白质(分泌蛋白)的合成场所还有内质网。

3教学反思

在这道高考题中，“蛋白质的合成场所”原本是一

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但是考生的得分率却很低。多数

考生都误以为“核糖体是蛋白质合成的唯一场所”，甚

至有些教师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且把这个错误的知

作的微课都适合自己的学生，一般还是要教师针对自

己的学生制作微课，否则就不适合学生的学习，会影

响学习的效率。同时，本校教师更了解自己的学生哪

些方面有待加强，需要通过微课来补充课堂教学。但

同一所学校的不同的教师教学风格有差异，并且各有

所长。如有的教师对遗传规律的讲解有自己独特的方

法，有的教师对细胞分裂知识的讲解有自己的技巧，

这样同一个知识点可以由不同教师来制作微课，让学

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得到最好的教学资

源，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教育资源分布很不

均衡，不同地区的教师教学水平差异比较大，在教育

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如果能够选择一些教育水

平发达地区教师的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这也是

将来微课推广的重要途径。

1．3教学条件的可操作性

微课学习需要使用电脑或移动终端，但由于我国

目前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差异很大，网络普及程度也

有很大差异，有的学生还没有条件进行课后微课的学

习。因此，不同的地区不能一刀切，同一学校的不同学

生同样不能统一要求。微课学习只能作为学生自主学

习的平台之一，不能以此来替代传统课堂教学。

1．4制作方法的针对性

微课的制作方法常用的有录屏软件加PPI'、录屏

识传授给了学生。究其原因，主要是部分教师对内质

网的功能缺乏一个全面的认识，更多地强调了它对核

糖体合成肽链的加工和运输。特别是在年轻教师中，

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所以，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

都要加强专业学习，经常“充电”，及时更新自己的专

业知识。遇到教学中的疑难问题，同行之间应该多交

流、多讨论，共同提升业务水平。在“充电”再学习的过

程中，发现有疑义的地方，多参考大学教材，尽量回避

教材中尚没有定论的问题，慎重总结类似“核糖体是

蛋白质合成的唯一场所”“除红细胞外，其他细胞吸收

葡萄糖都是主动运输”等错误性结论，以免陷入教学

中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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