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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人体解剖学》课程相较于普通文化课程而言具有明显特殊性，对学生未来从业后的职业道德素养要求较高。本文首先分析了
在人体解剖学课程中融合思政教学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教学改革展开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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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课程属于基础医学，其教育相较于常规课程而言具有

明显特殊性。思想政治并非一门固定课程，而是教育理念的一种，其
内容一方面涵盖了对学生展开职业素养引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责
任，在传授技能与知识的同时展开知识层面的灌输；另一方面则由专
业课教师结合授课内容及特点展开潜在思政元素的灌输，指引其理想
信念。随着近年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观念的侵袭，一些学生
出现了价值观、道德观扭曲情况，对大体老师尊重程度不足，因此在
人体解剖学课程中结合思政教学尤为必要。 

一、思政教学在人体解剖学中的必要性 
（一）培养职业道德素质 
作为医学生，其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不仅与我国医疗政策的贯彻

产生联系，还与走上工作岗位后其个人工作能力、工作发展、思想意
识等方面密不可分。近年来医疗事故、医患冲突屡见不鲜，部分原因
在于医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感。以人体解剖学为例，在学习期间面对
大体老师，部分学生展现出了不尊重行为。例如与大体老师合照，在
解剖实验结束后未合理清理尸体标本。这些行为均属于道德层面，必
须强化思想政治引导，让其了解遗体捐献的崇高性。除此之外，应培
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例如在显微镜使用教学时可采用将显微镜编号
的方式，每位学生对应一台显微镜并让其负担一学期内的使用、保养、
维护责任，提升其责任心。 

（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我国解剖学发展历史悠久，在历史长河中不乏一些优质的解剖专

家。教师可以此为切入点，让学生了解我国在医学研究方面的发展史
以及闪光点，从而培养其爱科学、爱祖国的品质以及民族自豪感[1]。
例如在两宋年代的《洗冤集录》中便已经展开了人体胚胎、人体骨骼
的详细介绍。清朝道光年间《医林改错》中作者通过对 30 余例尸体
的亲自解剖详细描述了人体各个器官系统，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在
《黄帝内经》中出现了尸体解剖记录。让学生认识到人体解剖并非西
医专利，我国人体医学研究源远流长，继而对医学研究的民族感更强
烈，对我国解剖学发展史的学习兴趣更浓厚。 

（三）培养探索实践意识 
在人体解剖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可帮助学生积极探索人体结构以

及脏器间关系，通过实验解剖提升其实践的胆量与勇气[2]。以肋骨讲
解为例，在课堂上可引入维萨里故事，让学生知晓其是最早展开尸体
解剖的医学家，维萨里所处的时代盛行宗教观念，而人体解剖在欧洲
大多处于被禁止状态，他的大体老师为矫形架上的尸体，终于在 1543
年发表了《人体结构》一书，对传统解剖学理论中的不少错误明确指
出并证明女人与男人肋骨数量一致，其最终因触犯教会权威而遭到迫
害，但却为血液循环的发现指明了方向。通过人物传记的方式让学生
了解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初期研究时的重重困难，激发其积
极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 

二、思政教学改革策略 
（一）充分挖掘思政元素 
人体解剖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学二者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状态，教

师可从《人体解剖学》教学材料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钻研教
材备课的同时有的放矢的展开思想教育[3]。例如在讲解《骨学》中“骨
髓”相关理论时，红骨髓的造血功能强大，人体在失血状态下造血功
能会被激发，让黄骨髓转化为红骨髓并对血液新陈代谢加以促进，且
可减小血液中有害物质。而我国不少公民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存在误
区，血库存在明显供需矛盾。可以此为切入点鼓励学生无偿献血，让
其正确认知献血的优势以及对人体并无明显危害，启发其人文关怀及
仁爱之心。 

（二）鼓励课外参观实践 
受到学校场地及标本配置的限制，教师可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参

观生命科学馆，以社会实践的方式来提升其对医学研究的崇敬感。生
命科学馆是生命科学的教育载体与实践基地，可将其作为新生入学教
育，向学生普及人文教育理念以及基础医学知识。例如在参观过程中
让学生观察血管铸形标本，在精雕细刻的创作下让其感受人体的复杂
性，通过观察复杂的海马结构感知其对学习记忆的帮助，观察胼胝体
想象其对自己双侧大脑半球的连接。在课外参观实践的同时探索医学
奥秘、感知造物精妙，教师则可从旁展开适当的思想教育引导，让学
生在探究医学、了解人体的同时对生命展开尊重、热爱、认识、赞美
的正确感知。 

（三）重视解剖实训 
对于医学生而言，人体解剖课程是人体解剖学的重要实践方式，

可培养学生专业素质以及胆大心细的操作能力领悟大体老师的大爱
情怀与无私奉献，指引其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在解剖实训前教师应
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准备，强调对大体老师的尊重，不可因其特殊状
态而嘻嘻玩闹，让学生对解剖台标本克服心理恐惧，形成正确的生死
观念，将敬畏生命作为常态[4]。在解剖讲解的同时应让学生领略到人
体的构造之美、结构之巧，对解剖结构位置、层次以及毗邻关系存在
真实认知，将书本上的复杂抽象知识直观映入眼帘，让其在团队合作
下完成对一具完整大体标本的解剖，增强团队合作能力与沟通能力。 

结束语 
总之，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必须在大学阶段展开潜移默化的培

养，从思想政治层面给予其正确指引，以严谨的科研态度面对人体解
剖学的实验对象及各类医学知识，成为合格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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