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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有针
对性的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不同需求
和期待，保持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的同向同行，达到协同效应，
实现全程和全方位教学 [1]。因此，高校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使德育与智育相统一，以此推动实现全
员全程全方位育人。长久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在思
政课程中进行，专业课只负责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与思政教育
脱节[2].动物医学专业基础课程重知识技术传授轻价值观引导的状
况普遍存在，这就需要将“思政课程”转变为“课程思政”，

“润物细无声”的把思政元素融入到学生所学课程中，提升思
政教育的亲和力。动物生理学是动物医学、动物科学、食品科
学、生物科学等专业学生的核心专业必修课程之一，课程内容
可融入思政元素的章节较多，因此可将其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实
施载体。本文以高校专业基础课程《动物生理学》为例，探
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动物生理学理论要素指导学
生学习，为实现课程思政加以探索性讨论。

1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客观世界的自然逻辑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动物生

理学》是一门关于自然科学的专业基础课程。马克思主义以唯物
的观点、辩证的思维，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并指
导着实践和理论的螺旋上升。动物生理学是研究动物机体正常生
命活动的客观规律

及其调控的科学，其本身就是关于实践的科学，而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动物生理学原理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
法思想的光辉。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动
物生理学原理，分析和解决动物生理学问题，有利于老师运用全
面、矛盾、发展的观点认识复杂问题，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课程
两层皮的问题，进而提升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动物
生理学中的所有规律及其调控机制研究都是建立在物质和结构基
础上完成的。结构决定功能。真毛细血管的管壁结构非常简单，仅
由单层内皮细胞构成，故通透性高，成为血管内的血液与血管外
的组织液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构成机体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
不同的细胞构成组织器官，形式某种生理功能的不同器官互相联
系，构成一个器官系统，如循环系统由心脏、动脉、毛细血管和
静脉构成，鼻腔、喉、器官、支气管和肺构成呼吸系统等，整个
机体就是由各个器官系统互相联系、互相作用而构成的复杂整体。
因此，动物生理学课程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运用结构与功
能的统一的观点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局部与整体的统一，个体
与环境的统一。

2　坚持对立与统一的矛盾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

因取决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是指事物之间
或者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消化道平滑肌受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双重支配，他们的作用是相互拮抗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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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抑制的，这样才能维持消化道功能的稳定及机体内环境的稳
态，一旦内外环境改变，交感或者副交感神经的紧张性冲动发
放会随之变化，调节机体适应内外环境因素的改变，恢复稳
态，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主义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论。动物的
各种功能性活动，包括能量的合成与分解，肌肉的收缩与舒
张，血液凝固与纤维蛋白溶解，离子通道的开放与关闭，呼气
与吸气，激素的拮抗与协同等都存在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既
对立又统一，体现出矛与盾两个对立面的内在联系。

3　应用质量互变规律的观点
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提供

了事物发展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的观察
事物的原则和方法[3].事物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而质
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在甲状腺的功能中，碘的作用随着量的
增加引起质的变化：碘缺乏会造成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负反
馈调节下丘脑-腺垂体-甲状腺轴，导致促甲状腺激素的释放量
的增加，从而促进了甲状腺细胞的增殖，最终甲状腺因缺碘而
不断的代偿性增生、肥大；而碘含量过高则可能会发生轻度的
甲状腺功能亢进，这不仅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也充分体现了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4　贯彻马克主义哲学整体与部分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独立存

在的事物。整体是部分构成的有机统一体，部分是构成有机体的
各个方面。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
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事物的发展。血液循环包括体循环和肺循环两
个部分，他们的相互补充和相互配合使血液循环的整体功能得以
实现。在体循环中，血液从左心室射出后经过主动脉、中小动脉
等分支流至全身毛细血管，由于血液在毛细血管网处流动速度减
慢，血液在此与组织液进行物质交换，供给组织细胞O2和营养物
质，运走CO2和代谢产物，动脉血转变为静脉血；再经过各级静
脉汇合成上、下腔静脉返回右心房。左心室、主动脉、毛细血管、
右心室作为体循环的部分要素，保证了体循环作为整体功能的实
现。同样，肺循环是指血液由右心室射出经肺动脉留到肺毛细血
管，在此与肺泡气进行气体交换，排出二氧化碳的同时吸收氧气，
静脉血变为动脉血，再经肺静脉留回左心房。右心房、肺动脉、肺
毛细血管、左心房作为肺循环的各个部分，促进了肺循环整体功
能的有序运行。体循环、肺循环同时作为血液循环的两个部分，保
证这血液循环整体运行程序的成功，渗透着马克主义哲学整体与
部分的哲理。

5　渗透普遍联系的原理
唯物辩证法指出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事物

的普遍联系和事物的相对独立存在是互为前提的，它们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普遍联系”观点的前提是承认事物的客观
性，这同样也是学习动物生理学的前提。比如，血液循环系统和
呼吸系统互为独立的系统，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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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呼吸系统运送来的O2 通过与血液的物理溶解及化学
结合作用才能够运输到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组织细胞产生的CO2
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肺泡交换才能够实现CO2的排出，而所有气
体交换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气体分压，这需要血液循环系统和呼
吸系统的相互作用；其次相互影响。血液中氧分压的降低、二
氧化碳分压的升高、氢离子浓度的升高都是外周化学感受器的适
宜刺激，导致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的外周化学感受器兴奋，引
起呼吸和血液循环的变化，导致呼吸加深加快和血压升高；再
次，相互制约。在循环生理和泌尿生理中，循环血量、动脉
血压及血中钠离子减少时，可通过循环泌尿系统的相互制约而调
节机体稳态。一方面，循环血量、动脉血压及血中钠离子减
少，可启动肾素- 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导致血管紧张素
Ⅱ的生成增加，因此收缩血管，血压回升，同时血管紧张素Ⅱ
刺激肾上腺皮质球状带细胞分泌醛固酮，增加了远曲小管和集合
管对钠的重吸收，导致血中钠离子数量增加，刺激下丘脑产生
抗利尿激素（ADH），促进远曲小管和集合管对水的重吸收，因
此，循环血量增加，动脉血压回升。另一方面，循环血量的
改变通过容量感受性反射影响ADH的释放，比如输液引起的血容
量过多，容量感受器接收的冲动增强，通过迷走神经出入，直
接抑制ADH 的合成和释放，导致尿量增多，循环血量恢复；而
大量失血等则导致血容量减少，则促进ADH 的合成和释放，尿
量减少。血压升高也可以通过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

射抑制ADH 的释放，因此可以使血压恢复。此外，循环血量的
减少和动脉血压的降低也可以导致心房肌细胞合成心房钠尿肽减
少，导致肾脏排水排钠减少，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钠和水
增加，使细胞外液回升。

综上所述，动物生理学中处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
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动物生理学理论要素指导
学生学习，有益于学生利用科学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科学思维
总结机体生命活动的一般规律，思考一般规律中特殊性出现的缘
由，增强学生专业自信，这可能是将高校动物生理学专业教学
课程与思政课程相融的可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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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的方式，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网络道德观念的同时，加强学生对不良信息和观念的抵御，
从而有效提高预防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失范的效率和效果，促进高
职学生未来的全面健康发展。

比如，在实际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加强网
络道德教育的方式，对高职院校网络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完善，
从而在提升预防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失范效果的同时，有效加强学生
对不良信息和观念的抵御。在实际进行加强的过程中，首先，是网
络道德教育内容的明确，在实际进行明确的过程中，在教育引导高
职学生形成正确网络道德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网络
道德情操，以及网络礼仪与规范，以此作为高职院校网络道德教育
的主要内容，从而有效确保高职院校网络道德教育的效率和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失范问题的出现。其次，是要
高职院校网络道德教育方式的创新和完善，在实际进行完善的过程
中，主要是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网络道德的实际问题，通过加强
学生分析和辨别不良信息能力的方式，利用理论知识讲解、实际案
例解读、实践活动相配合的方式，先以理论知识讲解和实际案例解
读为基础，增强学生对网络道德行为和规范的认识和了解，在此基
础上，结合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实践的过程中对这些内容
进行巩固和完善，从而为高职学生构筑一个全面有力“防护罩”，在
避免网络不良信息影响的基础上，形成自身良好的王德道德规范。

3.3结合时代优势，加强对网络道德教育的丰富和完善
在高职院校实际开展网络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由于道德类知

识的枯燥性，以及学生的叛逆心理，导致实际教育的效率和效
果较差。因此，在实际对预防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失范的对策进
行分析时，可以基于上述分析，通过结合时代优势的方式，加
强对网络道德教育的丰富和完善，从而有效提升预防学生网络道
德行为失范的效果。

比如，在实际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先对网络
道德教育的途径进行丰富和创新，首先是宣传方式的创新和完
善，主要是通过结合上述网络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动画视频

制作、情景舞台剧或相声剧的方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
宣传和普及，从而提升学生对网络道德规范知识的认识，有效增
强高职网络道德教育的水平。其次，是学生教育引导针对的丰富
和完善，通过基于时代优势的方式，开设网上电子论坛、电子信
箱以及热线电话等方式，给学生提供匿名咨询的途径，当学生在
网络中出现不良苗头和遇到疑惑问题时，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疏
导和解决，避免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失范行为的出现。不仅如此，高
职院校还要加强对社会道德实践活动的设计和完善，通过创建志
愿服务、劳动帮扶等实践活动，让学生有效积累社会经验，在提
升自身认知水平和审美能力的同时，有效加强学生对不良信息的
辨别和抵御。最后，是要建立高职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新机制，通
过建立校、院、班三级为一体的教育机制，结合负荷高职学生道
德教育现状的规划，以及高水平的网络道德教育队伍，从而实现
对高职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机制的完善，通过高效的网络道德教育，
有效实现预防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失范的目的。

4　总结
在对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失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时，可以通过

对网络道德行为失范行为特征，以及网络道德行为失范成因进行
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监管和网络道德教育的方式，在
提升学生辨别和抵御不良信息能力的基础上，树立学生良好的网
络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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