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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医生，更加重视思政教育融

入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在要求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理论与技术的同

时，重视学生的家国情怀、职业道德、辩证思维、价值观等精神

的塑造及培养。病理学是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的一门学科，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之间起着桥梁

的作用。因此在病理学课程中有效开展思政教育，对完成“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合病理学课程的特

点，从提升教师德育意识与德育能力，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病理

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推进病理学精品在线课程资源的开发，探

索病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建立融入思政元素的评价考核体

系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推进病理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也为实现健康中国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提升教师德育意识与德育能力

病理学课程团队教师应不断加强课程思政资源的学习与研

讨，强化教学团队建设。教研室应加强对于病理学教师德育意识

与德育能力的提升，积极推进病理学课程思政建设。具体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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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病理学作为沟通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在病
理学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对提升医学生的专业技能及职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病理学课程特点出发，把病理学课程中蕴
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与病理学教学内容有机地融合，将临床医学专业病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路径进行探索与实践，推进病理学
课程教学改革，切实发挥病理学“课堂育人”的主渠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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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Pathology, as a bridge course between basic medicine and clinical medicine, carries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athology cours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hology curriculum,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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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下措施：通过“学习强国”APP等多种途径学习相关时政热点

新闻，把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提升。把青年教师和老教

师、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组织起来，定期进行集体交流，统一思

想认识，避免思政教育过程中的分歧；共同把临床专业病理学教

学过程中的知识点和思政教育元素进行讨论、提炼、建库与应用，

将家国情怀、职业精神、追求真理、医学伦理等价值观在病理学

课程中自然呈现。后期还应对思政教育应用效果进行反思、小结

与提高，切实发挥病理学“课堂育人”的效果，把病理学课程思

政的优秀经验与案例进行宣传和推广。

2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病理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2.1确立病理学课程思政目标

病理学课程思政是为了达到育人的目的，使学生在职业道德、

劳动教育、家国情怀等方面接受教育和培养。在教学方法上，病

理学与思想政治课程都是通过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小组合作法

等方法来传授知识和价值引领。在教学内容上，病理学所包含的

家国情怀、辩证思维精神、追求科学真理、医学伦理及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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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也是课程思政的主要载体，病理学课程思政在内容与

方法上与思想政治课程高度契合[4]。结合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及课程标准，在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基础上，确立临

床专业病理学课程思政目标：（1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2）学会应用病理学知识来培养学生的临

床思维：即发现、分析、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3 ）培

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执着追求精神，专注、细致、严谨

的职业精神；（4）培养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

为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2.2病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病理学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的结合点应当在教学中被充分挖

掘，引入与教学内容联系密切、内容精炼的思政元素，在教案

中巧妙设计课程思政案例。教师合理设计教学环节，“课程思

政”元素被巧妙融入到教学知识点中，也体现在病理学课程的

考核知识点中，以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病理学教学

团队仔细研讨、打磨，把融入思政元素的案例、课件、微视

频等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制作，使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更富有

吸引力，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课堂参与度。在课前预习资

料、课中实时检测、课后作业中也加强思政元素的融入与设

计，如在课前预习环节中引入与病理学课程知识点相关的临床案

例、名人事迹等，特别是医务工作者、大国工匠、科学家等

先进事迹的报道，鼓励学生树立个人目标，努力学习将来成为

具有家国情怀、高尚的职业情操，甘于奉献、追求真善美的医

学人才。

3　对思政元素进行挖掘

课程团队针对病理学教学章节中的知识点进行思政元素的挖

掘与提炼,表1中列举了病理学总论部分的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

在教学知识点中巧妙融入思政元素的案例，使学生在学习相关病

理学知识点的同时，培养哲学思维、热爱生活、自强不息、敬畏

生命、辩证思维、工匠精神及伦理规范等素养。（见表1）

4　推进病理学精品在线课程资源的开发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是教育教学创新的利器，是混合式教

学开展的重要资源，也是职业院校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有效武器。

为有效开展病理学课程思政，保障病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实施，目前病理学教师团队已顺利完成病理学精品在线

课程资源的开发，并于近期在智慧职教MOOC 平台顺利开课。在

整体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能力的前提下，按照教材章节顺

序逐章逐节挖掘与提炼思政资源，收集思政资料，编写相关思

政案例、课件及微视频。通过将体现临床医学专业家国情怀、

敬业奉献、团结友善、坚持不懈、敬畏生命等精神的典型事例

融入病理学精品在线课程资源的建设中，为后续有序开展《病

理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资源。

5　探索病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5.1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在病理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把病理学课程思

政的教学案例融入到线上课程资源的制作中，将病理学课程思政

微视频作为教学资源上传到智慧职教、慕课等学习平台，学生

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在线上课程资源学习中领悟课程思

政的魅力。线下教学包括线下理论和实验教学，线下理论以案

例教学及讨论式教学为主，在病理学课程知识讨论及测试题中融

合思政元素，与线上慕课学习相呼应。在线下实验教学中，把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敬畏生命、爱惜实验

标本等人文精神。通过线上、线下相呼应的这种教学模式，以

“同向同行”的方式把病理学知识点与思政学习有效传授给学

表1     病理学总论的课程思政融入点

章节 知识点 思政融入点 思政要素

细胞和组织
的适应、损
伤与修复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      

细胞和组织的修复

当组织细胞的生存环境改变时，
会主动去适应。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   
理论。

以身残志坚的张海迪为例，介绍
神经细胞为永久性细胞，一旦死

亡不可再生。

教育学生要养成热爱生活、自强
不息、矢志不渝的精神。

局部血液循
环障碍

血栓形成的类型
以肺动脉栓塞的大体标本介绍血

栓形成的类型。
对标本的珍惜爱护体现了对生命

的敬畏、感恩和尊重。

炎症 炎症的局部表现和全身反应
损伤与抗损伤的过程，整体与局
部的互相影响，内因与外因的相

互作用。

学会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分
析病情的演变。

肿瘤 肿瘤的病理诊断及异型性
肿瘤病理诊断越精细，越利于个
体化精准治疗方案的确立，提高

患者生存率。

培养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



    3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生，建立起一种深度融合的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病理学课

程思政的模式。

5.2课程思政融入课外活动

在病理学教学之余，教师带领学生在知网研学等平台进行相

关文献阅读的课外活动，通过文献阅读可以扩宽学生的视野、

增加临床病理学课程学习兴趣，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文献检索、

获取、阅读和报告的锻炼机会，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临床岗位胜任能力的提高打下了坚实

基础。

教师还需注重第二课堂建设，组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比

如结合病理学教学内容定期组织学生到附属医院开展相关实践活

动，比如在讲解到肿瘤及冠心病等疾病时，可组织学生到医院

病理科室或者心内科见习实践，增强学生职业认同感，勇于探

索与创新的精神，也有助于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提升解决问题

的能力，拓宽“课程思政”实施途径。

6　建立融入思政元素的评价考核体系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医学职业院校育人的重要

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个目标不但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理

论知识，也需要教师在备课时把对于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

培养同样重视起来，以利于学生今后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需加强病理学课程中对于理论知识、职业技能和素养等方面的

考核评定。在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差异性,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策略前提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

法来进行评价，考核评价中注重过程性评价，把学习过程中的

评价、反馈、导向与激励等作用充分发挥。结合临床专业《病

理学》课程标准，从题型、题量、考察重点上对接临床助理

执业医师考试及专升本考试大纲，运用云课堂、学堂在线等学

习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评价，重点考查学生应用病理学

知识来发现、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利用学生自评、小

组互评、师生互评等方式及时对学习效果进行总结与反馈。结

合临床及生活实际案例，鼓励学生善于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把

病理学知识点进行小结，同时把小组合作学习中上传的病例分

析或心得体会作为非标准化考试模式纳入课程评价体系中，具

体考核评价方式如表2。后续还应进一步完善病理学课程思政评

价考核体系，促进学生职业精神及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培养。

（见表 2 ）

结论

“立德树人”被称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医学类院校在培

养临床医学专业人才时应当时刻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牢以

谨记。因此加强病理学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发展十分必

要,建设病理学课程思政，在课堂上穿插课程思政元素，能够加

强教师课程思政的理念，提升教师的德育能力；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优良品德，有效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祖国，探索新时期爱国主义

教育新方法、新途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沟通及协调能力，为后续临床医学专业课的学习奠定

基础；同时牢固树立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尊重

病人、关爱病人，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为健康中国计划的实施

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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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
方式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成绩比例

(%)

1
过程
性评
价

考勤、
纪律及
职业 
素养

主要包括课堂考勤及提问等；学生
的课堂参与度、学习及工作态度、
团队合作、敬畏生命、探索与创新

能力等素养。

15

作业 
考核

作业的正确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撰写读书报告或小论文；临床相关

病例分析等。
10

实训 
报告

重要病变组织的镜下识别特点，并
描绘相关病变组织的镜下观图片。

10

临床 
实践

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团队合作意识
、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5

2
终结
性评
价

理论 
考核

主要是期末考试，综合考查学生对
病理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程度，运用病理学知识分析、解决

临床问题的能力。

60

合            计 100

表2     评价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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