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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药理学教学有效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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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下，以专业课程教学为抓手，在专业知识讲授的同时融入道德品质、思政教育、价

值观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进而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本文探讨了课程思政与药理学教学的融合，以及这种融合对学生专业素养、

医学和药学教育改革、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的意义。通过分析药理学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

效融合的策略，希望能够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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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作为高等教育坚持走社会主义教学路线的重要指向

标，可以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药理

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药物作用机制的一门学

科，是医学专业和药学专业学生必修主干课程，专业课进行“课

程思政”建设，是解决“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的有效方法。在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课程思政元素与药理

学知识的有机结合是关键。因此，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

路径，才能营造思政教育和药理学教学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一

盘棋”局面。

一、课程思政与药理学教学融合的意义

（一）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

药理学作为一门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科学，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会深入的体会药物作用的规律，即药物通

过一定的作用机制产生药理作用，药物发挥药理作用才产生了临

床应用以及不良反应。在课程思政的引导下，药理学教学可以更

加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临床思维、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通过分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如药品安全、合理用药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

通过实践教学和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

提升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二）推动医学和药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课程思政与药理学教学的 有效融合是推动医学和药学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传统的医学和药学教育往往只注重专

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将课程思

政融入药理学教学，可以推动医学和药学教育从单一的专业知识

传授向全面素质培养转变，促进医学和药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三）服务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

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使人们对医疗服务的

需求和期望也在提升。课程思政与药理学的融合，有助于培养

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的医学和药学人才 。通过药理

学教学，学生可以深入了解药物的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等

各个环节，掌握合理用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课程思政的引

导可以让学生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参与药品监管、公

共卫生等领域的志愿服务和实践活动，为提升社会整体健康水

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课程思政与药理学教学融合的现状问题

当前课程思政与药理学教学融合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许

多高校在药理学课程中积极融入思政教育元素，通过课堂讲授、

案例分析、实践教学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思政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养。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

是课程思政融入的内容面较窄，一些教师只是结合教学内容开展

了爱国教育，缺少从中专业课程特点方向的创新性内容融入，没

有注重职业道德、法治、生命与奉献等教育内容的融入。其次，

是课程思政融入的方法较为单一，一些教师只是通过传统言语讲

解方式来融入思政内容，这种方式不但难以获得好的效果，而且

也会让学生产生反感情绪。因此，需要重点做好课程思政融入内

容以及方法方面的更新，构建科学化、高效化的药理学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

三、课程思政与药理学教学的有效融合策略

（一）融入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教育是医学和药学教育的核心。对于广大大学生来

说，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之后都是面向人民群众的医务或药学工作

者，不但要具备精湛的技术，而且也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修养。

对此，在药理学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融入应当注重职业道德教

育的渗透，以此来培养学生们的职业道德素养，帮助他们逐步树

立良好的价值观、职业观，为其在未来更好地工作和展现自我价

值奠定基础。例如，在讲“抗菌药物”的知识点时，可以将一些

关于职业道德的事件引入到课堂，如引入 2016 年央视报道的“高

回扣下的高药价”事件：2016 年央视报道了“高回扣下的高药价”

现象，其中报道了医药代表私底下向医生送回扣以及多所医院医

生私收现金贿赂的事件。而在该事件曝光之后，相关部门立即对

这些违规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通过此事件的引入，引力学生们

分析医药行业的“职业道德”，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身边出发，与

学生们聊一聊生活中存在的“药价贵”“乱开药”现象，让学生

们能够从自身角度出发来分析其中的问题，逐步树立他们良好的

职业道德素养，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情感和责任感，同时让学生

感受职业道德的内涵和价值，立志做一名有着高尚职业道德、爱

心和责任感的医务或药学人员。

（二）融入法治教育，培养学生法治观念

法治教育是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课程思

政的重要模块，对于医学生和药学生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药理学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引入《药品管理法》

《药品注册管理条例》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让学生们深入

了解药品在研发、生产、流通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法律规定，

培养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引

入相应的法治教育元素，促进学生法治观念的培养。例如，在讲“镇

痛药”时，可待因、哌替啶等一些特殊药物都具备一定的“双重性”

特征，如果能够正确、规范使用的话，它们可以造福人类，减少

患者们的病痛，但是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则会变成“毒品”危害

人们健康，祸害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对此，在讲解该部分内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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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微课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展示一些关于“镇

痛药成瘾”的一些具体案例，让学生们深刻明白镇痛药双重性特点，

进而遵从相关规定要求来开药和用药，在学生内心埋下法治的种

子，让他们了解医疗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责任，增强他们的

法律责任感和遵法意识。

（三）融入生命教育，培养学生生命意识

在当前的课程思政背景下，如何将生命教育融入药理学教学

中，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临

的挑战。生命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生命知识，更是引导学生对生命

的尊重、珍惜和热爱。对于药理学来说，其本身就是研究药物和

生命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学科，所以它和人们的生命健康之间有

着直接的联系。每一种药物的研发、开发以及应用背后都有着厚

重的生命化探索，因此，在课程思政理念下，积极将生命教育融

入药理学教学中来也势在必行。首先，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

医药案例来培养学生们的生命观念，例如，我们可以引入“反应

停事件”：该药物最初只是用来催眠、镇静的，后来被广泛运用

到了孕妇呕吐、恶心等反应治疗中来，这也是其被称为“反应停”

的原因。但是那些运用了反应停的孕妇生出的胎儿有的出现了“海

豹式畸形”，于是该药物立即被禁止使用。通过这一事件，引导

学生们展开反思，培养他们生命意识，进而认真学习，钻研药理，

在未来有效避免用药事故，维护广大患者的生命安全。其次，我

们也可以在教学中强调药物与生命的相互作用，如结合具体的药

品教学内容，介绍其具体对人体生命的影响过程，让学生们深刻

明白药物与人的生命之间的紧密联系，培养他们尊重生命的意识。

再者，教学中还可以引入伦理道德方面的讨论，如可以引导学生

对药物研发、使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如临床试验的道

德边界、药物的合理使用等，从而培养学生的生命伦理意识，激

励他们做一个艺术精湛、职业道德高尚的医学人才。

（四）融入爱国教育，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的新要求，这不但为党在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也为新时期

的高等教育指明了方向。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培养他们爱国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例如，在讲“药理学发展历程”时，可以列举我国历史上的一些

药学著作，如《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纲目》等等，

分析他们的特点和对于药理学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与学生

们一同聊一聊中医药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

激发他们的民族精神。又如，在讲“麻黄碱”时，引入我国药理

学研究创始人陈克恢的事迹：麻黄碱最初由日本研究人员发现，

但他们在发现之后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陈克恢教授对麻黄

素及类似化合物的构效进行研究，推动了以后很多交感化合物（例

如 α 和 β 受体阻滞剂）的研发，麻黄素至今仍被临床用于治疗

过敏性疾病和支气管哮喘等疾病，造福了无数病人。通过引入我

国科学家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使他们能够自觉效仿前辈，

努力学习，为我国医药行业的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还如，

在讲“抗疟疾药青蒿素”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们自行搜索一些关

于“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资料，让学生们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性，

深入了解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明白其具体的实际意义。在此基础上，

可以让学生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进一步厚植他们的爱国情怀，

激励他们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与祖国乃至世界医药事业进步和发

展联系起来，未来在医药领域发光发热。

（五）融入奉献教育，培养学生奉献精神

课程思政视域下，药理学课程中融入奉献教育。什么才是培

养学生奉献精神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医学

和药学专业学生在未来都是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医药工作者，

在具体工作中应当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职业奉献精神。

而在药理学课程中，融入奉献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医

药学的本质和医务工作和药学相关工作的职责，从而培养他们的

奉献精神和职业道德。例如，在药理学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具

体的历史名人来倡导学生树立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和患者

服务，通过对他们感人事迹的分享与重温，激发学生们的奉献意识。

同时，在教学中还可以让学生们分享他们自身看病就医的体验，

通过让学生分享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来激发他们的同理心，进而充

分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忠于职守，

服务患者，关注患者们的实际需求、心理状态，主动为患者们提

供服务、关怀和帮助。此外，我们还可以和学生们一同走出学校，

一同到药店、医院等地方展开“奉献之旅”志愿者活动，让他们

切身体会广大患者的诉求，借助实践岗位来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

从而助力他们在未来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服务和帮助更多患者，

造福更多人。

总的来说，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药理学教学改革的

重要任务。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深刻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

结合药理学课程特点去科学地、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教育，从而

全面提升药理学教学效果，发挥本课程的育人价值，培养出具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真本领、有担当精神的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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