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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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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的核心是把思政教育融入各个专业、各类课

程教学中，让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同向而行，构建协同育人模式，

从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生理学》是高校医学、护理类专业的

核心课程，教师要立足课程特点，深挖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积极渗透人文教育，培养学生追求真理、敬畏生命、科研创新精神；

精心设计思政教育案例，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实施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拓宽思政教育渠道，升华思政育人效果；融入医学相关

时政新闻，弘扬中医文化、名医先进事迹，塑造学生健康三观；

增加德育教育评价，提升《生理学》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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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课程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阐明生命活动产生

机制、内外环境对生命活动的影响，在高校医学类专业课程体系

中占据重要地位，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有利于推动医学类专

业课程思政建设，培养学生医者仁心、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等良

好职业道德素养。高校生理学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

思政教育理论、实验、社会实践等教学中，全方位渗透思政教育，

带领学生探究人体生命循环，让他们懂得尊重生命，规范生理学

实验操作步骤，培养学生精益求精、严谨求实、吃苦耐劳精神，

积极搜集抖音、微博等平台相关热点新闻，弘扬新时期医护工作

者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精神，端正学生

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提升《生理学》教学和育人质量。

一、高校《生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一）思政教育生搬硬套

随着课程思政理念逐步普及，很多高校生理学教师都积极渗

透思政教育，但是普遍存在思政教育方法单一、生搬硬套的问题，

导致思政教育与生理学知识出现“两张皮”的问题，难以全面、

乐观呈现生理学与思政教育之间的联系，影响了课程建设质量。

例如教师在讲解微生物相关知识时，更侧重讲解微生物领域科研

成就，却忽略了融入人文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导致学生只是机

械性背诵微生物相关概念、原理，却忽略了学习其中蕴含的思政

知识。

（二）思政教育重理论轻实践

《生理学》课程知识点多、教学任务重，很多教师以讲解生

理学专业知识，思政教育只能一带而过，多以讲解教材上的科学

家故事为主，忽略了把思政教育融入生理学实验教学中，导致思

政教育流于形式，缺少实践活动支撑，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部分生理学教师忽略了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医疗公益活动，没有引

导学生利用生理学知识帮助他人，不利于渗透医德、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影响了《生理学》思政教育质量。

（三）缺少线上线下思政教育渠道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全面到来，高校生理学教师在积极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但是却忽略了在混合式教学中渗透思

政教育，限制了思政教育渠道，影响了思政教育与生理学教学的

融合。例如教师在混合式教学中局限于讲解生理学理论、实验知识，

却忽略了在线上教学中导入医学类时政新闻、我国医学领域最新

科研成果，忽略了组织学生线上讨论科研成果、医德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难以发挥出混合式教学在思政教育中的优势。

（四）思政教育素材比较单一

高校《生理学》思政教育以教材知识点为主，忽略了开发课

外思政元素材，例如我国新农合医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中医

药文化等素材，单一的思政元素缺乏吸引力，也影响了学生职业

道德素养培养。例如教师在《生理学》教学中以讲解西医知识为主，

忽略了融入中医相关知识，对中医望闻问切、中药文化等讲解比

较少，不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无形中影响了学生对中医的

认知，不利于培养学生医者仁心、工匠精神。

二、《生理学》教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医德

《生理学》是高校医学类、护理类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了细胞、

血液循环、能量代谢和呼吸系统等模块，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

展现了一代代医学家探索疾病治疗方法、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

崇高奉献精神、科研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医者仁心、大医精诚

等良好医德，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教师要挖掘《生理学》

蕴含的中医药文化、人文精神和科研精神，规范学生生理学实验

操作步骤，培养他们守正创新、爱岗敬业、严谨认真的良好职业

道德，进一步提升他们就业竞争力。

（二）有利于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生理学教师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一方面要挖掘教材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利用教材案例讲解医学精神、中医药文化和爱国主义精

神等，促进生理学知识点和思政教育的融合，进一步提升学生道德素

养，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医学人才。同时，教师还要把思政教育贯穿《生

理学》整个课程体系，弘扬中医药文化，激发学生学习中医药的兴趣，

让历史悠久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下去，融入临床医学案例，培养学生严

谨求实、爱岗敬业、脚踏实地的美好品德，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医

疗卫生事业建设，进一步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三）有利于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拓展高校《生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一

方面可以督促教师挖掘课外时政新闻，把我国新农合医疗、乡村

医疗和中医药文化等时政新闻融入教学中，对教材知识点进行拓

展，让课堂教学更加接地气，从而激发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同

时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生理学》教师可以讲解林巧

稚、钟南山、李兰娟等医学家先进事迹，弘扬中国医务工作者全

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为国奉献、严谨求实、爱岗敬业的崇高医德，

为学生树立良好职业榜样，提升课程育人质量。

（四）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高校肩负着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责任，除了要抓好医学类专

业、护理类专业教学，还要关注学生医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贯彻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三全

育人”理念，有利于全面提升学生道德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从而提升高校教学和育人质量。同时，课程思政有利于增

强生理学教师对思政教育的重视，让他们把思政教育贯穿于理论

教学、实验教学和院校合作中，把临床病例转化为思政教育案例，

全面提升高校医学类和护理类专业教学质量。

三、高校《生理学》教学中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一）渗透人文教育，培养学生科研精神

高校生理学教师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把生理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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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思政教育融合起来，进一步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在

讲解胃酸相关知识时，可以融入马歇尔以身试菌的故事，利用微

课讲解他把幽门螺旋杆菌植入自己身体内，经过长期追踪，证明

了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胃溃疡的根本原因，为后续胃溃疡临床治

疗提供了宝贵数据，也展现了医学家为了追求真理、克服人类疾病、

减轻患者病痛而不畏惧生死的科学精神。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习医

学家这种科研精神，让他们积极了解医学领域科研成就，培养他

们的医学批判思维，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医学科研事业，培养大学

生科学严谨、敢于挑战权威、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此外，教师

还要把思政教育延伸到生理学实验教学中，例如带领学生观察动

物细胞、人体细胞繁殖过程，并让他们探究细胞结构特点，规范

学生细胞培养过程，规范他们实验操作步骤，让他们在实验过程

中保持无菌环境、做好实验器材消毒、做好数据记录，培养他们

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学习态度，从而提升《生理学》课程思政

育人质量。

（二）设计思政教育案例，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生理学教师要积极提炼各个章节思政教育重点，编写思政教

育案例，让学生在掌握生理学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从

而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首先，教师要明确课程思政教学重难点，

搜集课内外素材，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进一步提升思政教育

质量。例如教师在讲解生殖相关知识时，可以进行制作微课，讲

解我国妇科泰斗林巧稚院士先进事迹，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

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主持编撰了《妇科肿瘤》，为新中国妇产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倾注

了大量心血，为我国妇产科学界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她把一生

都奉献给了中国医学事业，这种忘我的奉献精神、爱国精神和崇

高医德值得医学类专业学生学习。其次，教师还可讲解我国试管

婴儿技术，介绍我国张丽珠教授和她团队的努力钻研生殖技术，

打破西方技术封锁，让我国生殖技术逐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渗

透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激励他们学

好专业知识、为祖国医学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教师可以讲解

试管婴儿技术原理，讲解胚胎繁育、人工授精等技术，并渗透科

学伦理教育，培养学生尊重生命、敬畏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提升《生理学》思政教育质量。

（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全方位渗透思政教育

高校生理学教师要积极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智能化教学

APP 导入思政教育素材，进一步拓宽思政教育渠道，引导学生

线上讨论，全面渗透思政教育。例如教师在讲解《血液循环》

相关知识时，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 开展混合式教学。第一，

教师在线上教学中可以分为心脏血液循环、全身血液循环等模

块，讲解心脏构造、血液泵血过程，分析心脏骤停现象，穿插

心脏复苏急救技能，并线上播放胸外按压、人工呼吸、AED 除

颤仪操作流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急救技能，鼓励他们在外

拯救心脏骤停患者生命，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第二，教师

可以在线上教学中导入心肌梗死手术视频，介绍心内科手术流

程、手术方案，展现医生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工匠精神，让

学生感受到救死扶伤、病人第一的崇高医德，进一步丰富思政

教育素材。学生可以线上讨论心肌梗死手术方案，分析支架、

搭桥等手术技术，讨论心肌梗死前期症状、预防知识等，增强

自身健康意识。同时，教师可以组织线上测试，围绕心脏血液

循环、心脏疾病治疗等设计题目，检验学生线上学习效果，指

导学生课下学习，培养他们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提升他们学

习能力。

（四）导入医学领域时政新闻，端正学生三观

首先，高校生理学教师要积极搜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时政新

闻，既可以对教材进行拓展，又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情，激励他

们积极投身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塑造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例如教师在讲解《呼吸系统》相关知识时，可以搜集钟南山、

张定宇和陈薇院士先进事迹，讲解他们在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疫

苗研发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教师

可以播放钟南山院士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治疗相关讲座，了解

他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舍小家为大家、坚持呼吸系统疾病临床

科研的崇高医德，激励学生学习钟南山院士崇高医德，让他们练

好基本功，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实事求是、廉洁无私

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其次，教师可以开展中医药文化，讲解“三

伏贴”、中医针灸和中药炮制等知识，介绍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

端正学生对中医和西医的态度，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和传承中医

药文化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五）思政融入教学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一，高校生理学教师要把思政教育纳入教学评价范畴，把

学生科研精神、团队精神、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作为教学评价

指标，落实“三全育人”教育理念，进一步促进医学类专业、护

理类专业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例如教师可以联合医院带教

老师制定思政教育评价指标，增加实训教学评价比重，综合学生

校内实训、医院实习期表现等进行评价，增强学生对个人职业道

德素养的重视，激励他们跟随带教老师学习临床技能，培养他们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关心患者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第二，教

师可以把思政教育融入学分评价体系中，明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加分项、医院实习加分、带教老师评价、爱国主义、社会公益活

动等评价分数，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考核，进一步提升《生理学》

思政教育质量。例如教师带领学生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健康体检、

健康知识宣传等公益活动，针对他们服务精神、专业素养、团队

精神和专业技能等进行评价，进一步推进《生理学》课程思政建设，

提升课程教学和育人质量。

四、结语

高校生理学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教材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开发思政教育案例，让学生在掌握生理学知识的同

时接受医德、中医药文化、爱国主义熏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

德素养，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教师还可以借助

混合式教学平台渗透思政教育，引导学生线上讨论医学家故事、

我国医学领域成就，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鼓励他

们自己参与公益活动，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全面提升《生理学》

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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