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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生理学》是一门研究正常人体机能变化的学科。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生理学》课堂中，是我校培养应用型人才，

进行全人教育的重要举措。在《生理学》章节内容教学中，教学目标中多角度渗入思政元素，全方位深度挖掘教学中的思政信息，实现将

思政的“盐”，融入生理内容的“饭”中，让课堂有滋有味，实现了应用型人才教育中立德树人，课堂文化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教学中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专业的文化素养，更多的是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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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政工作贯穿在教育教学

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课程

思政”是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教学体系，故非常有必要进行专

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实现学科融合，对桥梁课程的“课程思政”进行

设计和论证[1]。《生理学》课程思政作为该课程系改革的核心，首

次提出“寻找生命里的思政”，将身体机能活动与思政结合，我们

也邀请了我校思政部的老师加入我们的课程组，从理论的高度参与

思政信息的挖掘，实现《生理学》中的思政信息规范化。在专业知

识讲授时显示出思政元素。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高度和情感的温

度，激发医学生共鸣，提升思政亲和力。这事实上是学科间的互补，

打破学科间壁垒，实现知识间的互溶，在教育内容上实现国家认同、

政治认同、道德认同、知识认同。这样其实是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

综合素养，专业课程为外环的同心圆。 

一、授课理念融入思政元素，诠释全人教育 
高校思政教育融入课堂，在专业课改革环节中可以实现立德树

人，润物无声。如何让生理学知识与课程思政向神经递质释放的方

式一样自然融合，这就需要运用“隐形教育为主，显性教育为辅”

的原则[2]，在六年的《生理学》授课生涯中，我不断的寻找《生理

学》八大系统中的思政元素，整理并与学生分享，如沐春风。针对

医学生教育，作为专业必修课的人体生理学，更是肩负着教书育人

的使命，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医学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

育协同并进，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双重目标，我的授课专

业是我院护理学专业（本科），这一层次的学生培养要求更为严格，

紧靠思政，规范其心理和行为远远不够，思政元素的融入是医学理

论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完美结合，更好的实现育人。 

《生理学》课程是医学类高等院校护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专业

课。该课程在护理学专业的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中起基础支撑作

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正常的人体生理功能及其规律以

及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为后续医学基础学科及护理临床学科的学

习奠定必要的医学基础。同时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是通过大

量的实验观察总结生命体功能活动规律的机能学科。医学生只有先

弄清楚正常人体生理功能及其规律，才能更有效地学好内外妇儿等

护理专业课程。课程理论涉及知识面广泛且逻辑性强，认真学习理

解生理学理论知识，结合应用型、综合型实验，培养学生医学逻辑

思维能力，增强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而实验项目，让学生了解生

理学知识与动物实验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实践和验证部分所学的生

理学理论，让学生对生命活动现象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进一步培养

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医学生学好生理学是十分必要的。 

二、授课方式融入思政的“盐”，感受生理内容的“味儿” 
在整个《生理学》教学中运用自然的语言，朴实的文字，生动

感人的画面，哲理深刻的案例，有创意的技能思政，暗示，启发，

感染学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课程思政的魅力。从“无意识

教育”的心里角度对“课程思政”实现隐形感知，显性学习的目的

[3]，最终将思政之“盐”融入到生理学课堂之“饭”中，让课堂有

滋有味，有颜有料。《生理学》课堂上讲全程融入思政元素，重点

章节将更多的涉及生命活动与思想的融合。 

2.1 爱国  2015 年抗日剧《亮剑》在央视热播，好评不断，主

演李云龙重伤入院输血，战士纷纷“盲目”争先恐后的献血，被护

士田雨斥责“无知”，“盲目”地输血很可能造成患者死亡，原因就

是异性血型输入会引起体内产生血液凝集反应，引出“血液-输血”

内容，引导学生认识到今天的山河无恙，是多少革命英雄用生命和

献血换来的，我们应缅怀先烈，深爱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学习他

们身上的奉献精神，珍惜当下，努力学习。 

2.2 爱岗  2020 年的“新冠肺炎”至今还在全球肆虐，在我国

的疫情防控期间，坚守在一线的钟南山院士和义务工作人员逆行而

上，负重前行，引导学生从真正意义上透彻理解为什么将医护人员

称之为“白衣战士”和“英雄”，明确医学生肩负的重大任务，促

使学生不仅要扎实地学习理论知识还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向钟

南山院士和众多的医护人员学习，致敬，做好随时为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奉献的心里准备。 

2.3 爱它   生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实验学科，实验对象多为动

物，例如：小鼠、SD 大鼠、家兔等，利用讲授、讨论和课后实践

的教学方法，穿插动物伦理学和 3R 原则，让学生们敬畏实验动物

的生命，引导学生关注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动物痛苦的

育人目标。 

2.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绪论》中我们介绍到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内

环境的稳态，治病的本质就是医生帮助病人恢复和维持内环境稳定

的过程。自然环境的污染会带来人体内稳态的破坏导致疾病的产

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就是让

大家为内环境的稳态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这样把国家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性融入到生理学知识中。 

2.5 辩证唯物主义 

太极理论告诉我们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互为其跟，运转于无穷，

阴阳两极看似相反，实则维持着内在平衡。在生命中有着无数这样

的生命现象，例如:血压的升降，血糖的升降，神经递质的释放，动

作电位与静息电位等，现象活动的一高一低，一升一降是在保证机

体功能的正常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尤为重视辩证思维，多次提到“辩

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辩证思维来把控

战略谋划，是源于对思想力量的深刻认识[4]。 

2.6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心电图的波形包括 P 波、QRS 波群、T 波、U 波，起伏高低并

不一致，但生命的维系就是这样高低不平的曲线，不像彩虹似的抛

物线圆滑美丽，确因生命而变得更美。那么人生呢？人生不可能一

帆风顺，更像我们的心电图一样，有波峰，有波谷，有些时候波谷

很深，波峰很高，但人生正是有了这样的曲折，才有了更多的意义

和纪念。面对困难，我们需要正确的意念，百折不挠，面对成功，

戒骄戒躁，漫漫人生路，勇于面对，坦然接受才是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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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政元素的“盐”，在章节内容的“咸淡”体验 
在《生理学》教学课堂中，我会在理论课和实验课中有意识的

将思政元素内容融入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中。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

践与育人的目标一致，寻找思政元素的融入点，灵活教学方法和实

施途径，可将预期教学目标多层次分章节进行设计。 

3.1 第一章 《绪论》  敬畏动物生命； 

我国每年大约有 1100 万只实验动物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牺牲，

我院医学实验中心仅 2020 年的动物使用量就达 5000 只左右，这些

实验动物们，是为人类向生而死，是和医学生一同推进医学发展的

伙伴与奠基者。对它们敬畏的种子应深深扎根在每个医学生的心

里，这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实验动物最大的尊敬。 

作为重要的科学、教学研究手段，动物实验是每个医学生的必

修课，在机能学实验等课程中，动物实验就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

医学生而言，实验动物是学习医学知识、掌握基础操作的鲜活范本。

医学生应训练出过硬的操作技术，严格遵循“替代、减少、优化”

的 3R 原则，从而减少对实验动物的伤害，培养医学生“爱护实验

动物、关注动物福利”的人文素养。 

3.2 第二章  《肌肉的收缩原理》   团结协作的精神； 

人体的每一个动作有的很简单，但更多的动作确很复杂。一个

简单的动作，往往不是一块肌肉所能完成的，而复杂的运动动作，

则需要在数块或数群肌肉的协调工作下完成，关节也会参与产生各

种各样的运动，或者使人体维持某种姿势。这就像一个团队的协同

作战一样，团队成员之间必须相互紧密配合，各司其职，方向一致

才能完成既定动作目标。 

3.3 第三章 《血液》 珍惜生命； 

随着环境的变化，白血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白血病是白细胞

的生长障碍，导致白细胞停滞在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进而在骨髓

和其他造血组织中大量累积，使正常造血受到影响。临床表现为骨

髓造血功能受抑制，患者表现为贫血，半数患者早期表现为发热，

可以是低热，但温度也可高达 39~40℃以上，同时会有畏寒、出汗

等症状。而白血病的治疗难度大，周期长，费用高，让很多家庭“因

病致贫”，小小的血细胞“生病”严重到威胁生命，毁掉家庭，这

让我们不寒而栗。反观生活中也有人会因各种矛盾放弃生命，对亲

人，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珍惜生命，珍爱身边的亲人，更是我们

活着的意义。 

3.4 第四章 《心脏泵血功能》 血液周而复始，生命川流不息； 

心脏是一个类似圆锥形的肌性器官，其大小与本人的拳头差不

多，是一个由肌肉组织构成的强壮的、不知疲倦的、努力工作的

“泵”，是人体血液循环的动力泵，它不断地向我们全身泵送氧气

和富含营养的血液来维持生命，同时运走人体各部位产生的代谢废

物和二氧化碳，并能有效地预防细菌的感染。当心脏跳动时，它会

将血液泵入一个称为循环系统的血管系统，包括动脉、静脉和毛细

血管。据估算长度至少也有 9.6 万千米以上。常说生命在于运动，

我看健康需从心开始。通过长期科学的有氧运动，心脏的肌肉收缩

强度会更加强劲，每次心跳泵出的血量会明显增加，更低的心率就

可以完成以前同样的工作，有益于身体健康。 

3.5 第五章《呼吸》 致敬白衣战士； 

2019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我国，传染力极强，患者主要

表现为发热以及低热，患者的体温一般在三十七摄氏度以上，鼻塞、

流涕、打喷嚏、咽喉疼痛等症状。后期患者病情逐渐加重、且病程

发展较快，在几天之内将会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

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等症状，威胁生命。疫

情面前，一封封请战书，越来越多的医护工作者逆行而上，治病救

人，不顾生死忙于一线。他们身披战袍，救死扶伤，他们就是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场中的白衣战士，他们顾大家，舍小家，为祛除新冠

肺炎病毒日夜奋战，我们的平安健康，是他们在负重前行，让我们

致敬生命的卫士。 

3.6 第六章 《消化和吸收》 医者仁心； 

《消化系统》一章节内容中开展临床真实病例讨论，即提前一

周将讨论病例及相关的问题布置给学生，让他们课前查找资料，回

答相关问题，课中以辩论赛的形式进行讨论，以提高学生分析、解

决问题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为了将思政教育更好地融入到课堂

教学，在临床病例中，我们参入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真实存在

的、正反两方面的医德教育元素，在病例讨论课堂中，让学生们开

展医德方面的讨论，使学生有亲临其境的感觉，亲身体验到医德情

感。医德元素可选择一些反面材料，通过讨论使学生对那些不精通

医术、草菅人命、不负责任造成重大医疗事故、贪图钱财、以医谋

私以及对病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医务人员产生厌恶的情感;牢固

树立“以病人为中心，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懂得怎样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明白做一名合格医生应具备的人

格修养和品德作风[5]。 

3.7 第七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 合理用药； 

各种病因可导致机体发热，采用不同的散热方式进行降温，温

水擦拭即可，酒精散热能力虽好，但一旦采用酒精降温，易引起酒

精中毒，引起肝性昏迷。更多的其它疾病需要药物治疗，不同的药

物在体内代谢需要的时间和代谢方式不尽相同，合理用药非常关

键，对待药物应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因为药物的作用也具有两面性：

其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有益作用是主要的一面；但其另一面则是

对人体造成的不良反应往往难以避免，对社会的危害更不容忽视，

是药三分毒。迄今为止，人类还不能达到研制出的药物完全有益无

害，因此只有加强对药物使用权限、过程和结果的监管，力求应用

得当，趋利避害，才是合理用药的意义所在。 药物是社会发展必

不可少的宝贵资源，其实际种类数量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

日益增长的卫生保健需求，必须在药物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面精打

细算，通过正确选用、合理使用，发掘现有药品的作用潜力，才能

提高使用效益，从而减少浪费，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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