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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医学院校的课程思政教学还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在开展实际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对传授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
远远高于课程本人的育人功能，从而导致部分医学生无法正确
进行人生目标定位，对自己简要从事的职业责任感也极度模
糊，没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不够积极主动。所以，
在开展生理学教学的时候，需要站在多个角度将思政教育渗透
到专业课程当中，使高校教师的教书育人作用得到全面的发
挥，从而帮助医学生养成更好的人生价值观念。

1　课程思政融入生理学教学
基于医学生理学课程特点，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将生理学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构建起来，第一个是教学目标，第二个
是课程设计，第三个是课程实施，对专业教学空间进行全面拓
展，从而获取最大的教育价值。

1.1修订教学目标
将课程思政作为导向，将人才培养方案有机的结合起来，

对生理学十一个章节的教学大纲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基于知识目
标以及能力目标，对每节课需要肩负的价值任务进行明确的规
定，将素质与情感目标构建起来，在进行教学目标修订的时候，
需要对学生的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全面培养：第一，严谨细致的态
度；第二，崇高的职业道德；第三，团结合作的精神；第四，无
私奉献的医学精神。

1.2优化教学内容
融入杰出事迹。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挑选一些专业领域

科学家的优秀事迹，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严谨态度以及奉献精
神。2.聚焦民生时事。向学生提供一些医疗时事以及发生在生活
当中的事迹，对学生关注民生与疾病起到了良好的启发作用，使
他们的专业兴趣得以提升，强化职业认同。3.关注实验教学。在
进行实验课讲解的时候，可以将医学伦理学以及生物安全相关知
识传达给学生，让他们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尽可能的善待动物。在
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要对实验步骤做出不断的优化，尽量减少对
动物的伤害，对学生敬畏生命进行积极的引导，为进一步形成良
好医患关系打好基础。4.融入科研元素。在每一章节的学习结束
以后，挑选一些热点文献与学生展开分享与交流，要求学生能够
理解文献内容，并提出相关问题，从而拓宽他们的眼界，使他们
的科研、思辨以及创新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培养。

1.3创新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在案例当中合理渗透思政教育。2.问题教学

法。教师为学生专门设置几个问题情景，对学生的预习内容进
行有效引导，并提出相关问题，师生可以在课堂上针对问题进
行合作解答。3.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开展理论教学的时候，可
以将情景教学穿插其中，对学生的主体作用加以强化。例如，
在讲授心血管压力感受性反射的时候，可以任意挑选几名同
学，让他们一起下蹲数秒然后快速起身，之后再将自身的不同
感觉描述出来，让他们能够站在机制的层面，对血压稳定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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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如今，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所采用的新理念新模式就是课程思政，其是基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召开的背景下，对各项课程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对思政元素进行全方位的挖掘，将课程思政理念渗透到各个学科专业的教

学当中，将育人的本质目标体现出来。在医学专业当中，生理学具有极其关键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本文结合生理

学课程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当中融入了思政教育：其一是修订教学目标；其二是完善教学内容；其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其四是

强化评价机制；其五是充分使用第二课堂。基于此，使知识传授以及价值引导相一致得到良好的实现，将生理学教书育人的新体

系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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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调节进行更为直观的理解，对学生探索前沿知识进行有效启
发，培养他们的敏锐触觉，使他们的科研思维能力得以提升。4.翻转
课堂教学法。为了强化生理学实验课的思政教育，在进行实验课的
时候，可以适当结合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在课前，让每个学生
都取得相应的教学资料，给学生布置自主学习任务；在课上，将学
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让他们对实验原理以及操作步骤进行具体讲解，
在进行动物实验操作的时候，由教师进行指导，学生进行示范，使
学生团队的合作水平得到全面的培养，从而强化课程思政的实效性。

1.4完善评价机制对以往的成绩考核进行有效转变，在进行
考核评价的时候需要结合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社会责任；第
二个是人文素质；第三个是成绩等，通过自我评价、教师评价等
进行良好的补充。通过课后任务以及志愿服务等进行过程性评
价，使学生可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2　课程思政融入第二课堂
对课堂教育主渠道进行全面把握，对思政教育资源进行深

度挖掘，此外，还要全面开展课外活动，通过志愿服务以及课外
学习交流等，使文化以及服务育人得到有效实现。

2.1强化全程育人
基于“健康中国2030”所提出的规划纲要，对世界疾病日进

行深入的讲述。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课件后面加上世
界疾病日相关链接,这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医学使命感都起到
了良好的激发作用。

2.2开展志愿服务
为了进一步加强医教协同，使基础教学与临床技能得到不断

的优化，可以全面开展志愿解说服务，帮助盲人等残疾人士更好
的了解人体奥秘，强化广大群众的健康基础知识，使他们的服务
意识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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