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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课程中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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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课程教学的根本任务，近年来国

家不断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引导教师在开展课程教学的过程中，

积极在课程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的相关内容，这对教师教学活动

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围绕《动物学》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的挖

掘和应用来展开分析与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活动开展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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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目前国家基于立德树人教育理念而提出的一项新

要求，高等学校各门学科在教学过程中都要渗透这一理念，要求

每门课程在教学实践中都要积极融入思政教育的理论，以此和思

政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形成协同效应，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引导。

一、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展开挖掘

对课程所涉及的思政教育元素进行挖掘，要想使此项教学实

践活动能够发挥出理想效果，需要教师在教学研究中不断加大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从中来选取角度，做好思政教育元

素的筛选。《动物学》课程教学中要想更好地将思政元素融入，

就要充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来积极展开思政元素的

挖掘，建议从以下角度来展开。

（一）从爱国主义角度展开挖掘

《动物学》作为一门生物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课，在我国生

物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为了发展祖国生

物学科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投身于生物学研究。秉志

先生胸怀爱国之心出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

这是我国出国留学人员首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很多科研机

构都开出优厚条件，但是他一直惦念着自己的祖国，即使是在美

国学习期间，他也一直记挂着自己的祖国，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祖国的面貌，为了发展科学事业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并积

极筹措资金出版学术刊物《科学》。回国之后他继续在生物学领

域从事科研和研究工作，奠定了我国生物学科发展的基础，也为

学科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此类专家学者数量众多，江静

波教授也是杰出的代表，在极端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始终坚持爱

国主义理念，认真做好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时刻以国家的利

益为重。所以《动物学》课程挖掘思政教育元素，要首先从爱国

主义的角度对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杰出爱国人士的事迹进行挖

掘和整理，将这些科学家胸怀祖国、不懈奋斗的故事融入到课程

教学中，才能使教学活动发挥出理想效果。

（二）从敬业角度展开挖掘

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对研究人员个人的敬业精

神和工作态度都有极高的要求，这是每个生物学家在科研工作中

都会坚守的原则。江静波教授在开展疟原虫研究的过程中，为了

获得第一手资料，掌握精准的数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整日奋

战在实验室中，最终成功找到了防治疟原虫的方法。屠呦呦教授

在研究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失败，但她始终怀着敬业的精神来

继续深入研究，最终在疟疾的防治领域取得了令全世界都瞩目的

科研成果，所以在挖掘思政教育元素的过程中，要从敬业的角度

来展开挖掘，只要细心观察，身边这样的案例非常多。

（三）从诚信和友善的角度展开挖掘

《动物学》课程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学生学习也提出了

很多要求，而且学生学习的过程离不开教师的悉心指导，因为很

多《动物学》课程中的内容学生并不了解，借助教师的悉心指导，

学生可以借助自己的观察，对不同生物成长过程中与自然界和其

他物种和谐相处、互惠互利有进一步认识。教师就可以从动物界

出现的这些现象从诚信和友善的角度来展开挖掘，做好教育工作。

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挖掘思政教育元素

面对当前我国社会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现状，我国充分

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积极调整我国的发展政策，全面

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实施之后，各地也开始重视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学术界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度的研究，教

师在教学研究和挖掘思政教育元素的过程中，就要积极围绕可持

续发展的相关理念来观察和发现问题，才能有效促进思政教育元

素的挖掘，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学生进行重新解读，以此来

强化学生的认知，使课程德育可以取得理想效果。

例如在自然界中，有很多动物每年都会定期进行大规模的迁

徙，导致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气候的变化，如果动物不进行

迁徙，在雨季或旱季到来时就很难生存下来。但是在动物迁徙过

程中也危机四伏，有很多动物都会伺机展开捕猎活动。以角马为

例，经历一次长达 3000 公里的迁徙，能够生还的概率在 30% 左右，

但这并没有影响动物的迁徙，每年只要时间一到动物就会立即展

开迁移活动，之所以动物界会出现定期迁徙的现象，主要原因就

在于迁徙地有着非常好的生存条件，当它们到达目的地或返回迁

徙地时，往往是水草最丰美的时候，所以正是这种有规律地迁徙，

保证了角马群体的繁衍生息。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也是一

种高级哺乳动物，对这一现象应该有更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因为

目前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在急剧恶化，但人类不可能像动物一样迁

徙，所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才是人类最好

的选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结合动物界自然迁徙的案例，

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来分析动物界出现的这一现象，可以

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与认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能引导

学生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认识。使他们能够积极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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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身边的小事出发展开问题分析，实现学科育人的德育教育目标，

更好地将课程思政教育活动开展好。

三、从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角度展开思政教育元素挖掘

社会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进化之中，人类对生态系统也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的要求，伴随着人们受教育层次的不断提升，人们对

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有了进一步认识。

以破坏大自然为代价而发展社会经济无异于自掘坟墓。在《动物学》

课程教学中，学生可以借助动物发展与进化的历程，对动物与自

然界和谐相处以及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界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对

比，这能够加深学生对此问题的认识。而且近年来伴随着生态环

境问题的不断加剧，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所以教师要充分结合中央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

内容来积极展开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

例如国家濒危动物藏羚羊的保护，藏羚羊曾经是一种群体数

量超过百万的野生动物，这一物种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但是伴

随着环境的逐渐恶化，藏羚羊种群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导致这

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过度放牧和对自然界的破坏

使藏羚羊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国家充分认识到这一问

题的重要性，通过人为干预和构建自然保护区的方式，最大限度

地对藏羚羊进行保护，使藏羚羊的群体数量开始逐渐提升，藏区

人民也充分认识到保护藏羚羊的重要性，都积极参与到保护活动

之中。在动物学科领域还有很多这样的动物，例如我国的国宝大

熊猫，近年来借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数量也在稳步提升，而

且保护区附近的居民都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在发现野生大熊猫

之后都会立即向动物保护部门进行报告，正是由于国家对生态文

明建设重视力度的不断加大，使得我国生物的多样性获得了更好

发展。所以教师在课程思政教育过程中，要积极从构建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的角度来展开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利用好现实生活中

保护野生动物的案例来强化学生的认知，才能实现预期的教学目

标，促使课程思政教学活动得以有效开展。近年来还出现了很多

外来物种入侵的案例，外来物种进入我国，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

衡，所以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向学生介绍相关问题，提高学生对问

题的认识。只要教师能够充分结合案例，使学生理解和认识构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相关讨论之中就

能使课程教学发挥出思政教育的功效。使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

展开对《动物学》课程的学习，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

使课程教学取得良好的德育效果。

四、从自然法则的角度展开思政教育元素挖掘

自然界的动物在生存过程中需要遵守自然法则，动物在生长

过程中并没有人为它们提供住所和食物，它们只有积极适应自然

环境才能生存下来。自然界的各种动物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进化

才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物种的多样性是自然法则运行的结果，

如果动物们不能很好地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那么就很有可能像

恐龙一样灭绝在地球上。所以教师在开展《动物学》课程思政教

育的过程中要积极穿插自然法则的内容，并以此对学生开展课程

思政教育，引导学生从自然法则中获取灵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

适应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使学生认识到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进程中，只有自己积极融入到竞争之中并不断提高自己的适应能

力，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物竞天择，适者才能生存。

为了做好此项教育工作，教师需要积极结合动物在进化过程

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来展开教学设计，并从思政教育的角度对问

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

五、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挖掘思政教育元素

环境保护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之所以能活在地球上，

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动物在

繁衍生息过程中也是如此，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为它们的生

存提供条件，但是近年来环境保护问题愈演愈烈，各种工业废水、

废气、废渣的排放已经严重威胁到自然环境的有序发 展，一旦地

下水遭到污染和破坏之后，人类和各种动物的生存，立刻就会受

到威胁。正是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我国目前才更加积极地

展开环境治理，不断加大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治理力度，所以

在开展《动物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将思政教育元素

融入到课程之中，对目前的环境保护问题现状进行研究。从近年

来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出发，从《动物学》课程的视角来展开，

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分析，帮助学生不断加深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

度，并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如何才能将《动物学》中的相关知识

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起来，只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积极做好

对学生的引导，就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深入到教学实践中，借助引

导学生不断加强问题反思来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六、结语

《动物学》课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中蕴含了丰

富的思政教育元素，所以需要教师认真做好教学研究，从学科所

涉及的领域以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案例等角度，结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理念展开深度挖掘，就能巧妙地将思政教育相关元素

与课程结合起来，借助积极参与课程学习，使学生对学科的认识

以及自身的专业素养都得到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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