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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分析
——以海南大学为例

赵　莹 1　陈　健 2*

（1. 海南大学林学院　海口　570228；2. 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口　570228）

摘　要：“人体生理学”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为了将本课程的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本文以课堂为主舞

台，密切结合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及课程微信公众号，介绍了实施“人体生理学”课程思政教育的一些具体措施，旨在探讨实施课程育人

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提升课程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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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Physiolog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the specialty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In order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his cours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classroom as the main stage, closely combines the 

learning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and the cours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troduces some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Human Physiology” course, aiming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of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education, Further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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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生理学”是针对海南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开设

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共 32 学时、2 学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目的是使学生积累大量的人体生理功能的知识，逐渐形成人体功能

的系统性理论，为学生后续进行动物和细胞实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

础，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理学是生命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学科，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和实验性，其要求学生牢固掌握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功能活动规律，

能够结合基本医学常识和日常生活现象理解生理学的科学素养，同

时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等，为后续专业课程

的学习、日常生活及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1-3]。

课堂教学是充分发挥课程育人、全面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

要渠道。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最佳引导者，主导了整个课堂教学。

教师在熟练掌握生理学教材基本知识、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与思政元

素的融合点后，在课堂上要坚持将思政教育贯穿于生理学教学的始

终 [4-6]。

1.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生理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已形成了特有的发展历史和脉络，

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智力营养，渗透了科学家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

维及团队协作精神 [7,8]。本教学团队在授课过程中结合生理学史实，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通

过对生理学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讲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2 教学内容和环节

对应思政育人目标，本课程共设计 4 个案例融入课堂教学，具

体如下 ：

2.1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以及爱国奉献精神

在绪论部分，讲述生理学发展史时，教师介绍了近代生理学的

奠基者 --17 世纪英国著名的医学家、生理学家及胚胎学家威廉·哈

维。如今看似非常容易理解的血液循环的基本规律，却是威廉·哈

维用了 9 年的时间在几种动物身上，利用活体解剖法通过多种实验

所总结出来的规律。通过该事例，让学生明白威廉·哈维的求真求

实、勇敢执著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在与学生分析血

液循环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时，培养学生探究其蕴含的科

学思想。同时，在绪论课更应该让学生了解冯培德、林可胜和朱鹤

年等中国科学家在生理学领域的贡献，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

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奉献精神，引导学生把个人的职业选择融

入到为国家奉献的事业中。

2.2 培养学生敬畏生命之情

在绪论里，要明确生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进行科学实验，

其中动物实验占重要

地位，很多生理学知识都是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获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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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就要向学生强调在进行动物实验时，要珍惜、爱护实验动物 ；

更要强调 3R 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

化（refinement），与动物 5 大福利或自由，即生理福利、环境福利、

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培养学生敬畏生命之情，让学生

感知生命科学知识不再“冰冷”，而是有“温度”的。

2.3 培育学生的专业思想、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

绪论中，要求学生掌握生理学的研究任务，如何展开这一教学

内容，教师借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这一热点事件。

在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生理学开课时，恰是中国 COVID-19 疫

情暴发时，学生对其发病原因、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和治疗存在

浓厚兴趣，这使生理学研究任务的课堂教学非常容易开展。随后，

针对文献内容，教师提出一系列问题 ：患者在感染 2019-nCoV 后，

为什么会出现寒战、发热症状？为什么该患者会有气促、呼吸困难

表现？什么是动脉血 O2 分压？什么是动脉血 CO2 分压？什么是血

氧饱和度？患者突发心跳骤停抢救时，为什么使用肾上腺素？肾上

腺素有什么生理作用？对于上述问题，师生在共同分析、寻找答案

的过程中，让学生明白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生理学课程的知识来解

答，让学生领会生理学知识就在身边，体会生理学与临床、生活密

切相关，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生理学的兴趣。同时，在这个环节上，

恰当的结合疫情渗透中国人民爱岗敬业、逆行出征、守望相助及人

民至上的战“疫”精神。

2.4 引导和激励学生努力实现人生梦

将发生在师生身边的与生理学学科相关的人物或事件带入课

堂，是实现育人的有效途径。绪论课上，介绍许根俊院士（1935-2008

年）和他的科研团队，让学生了解许院士及其团队为中国在世界上

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做出过重要贡献 ；通过发生在

身边的人物或事件启发和教育学生，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

引导和激励学生去努力实现人生梦想。

3 教学活动设计

借助“智慧树”网络平台的“讨论”板块，师生针对生理学

中经典人物事件展开讨论。“智慧树”网络平台的“讨论”板块是

一个开放区域，师生可自由的新建话题，并且针对某一话题可以留

言讨论，留言内容全部可见。我们将生理学中某些经典人物事件的

相关文章上传至讨论区，请同学阅读后谈感想。如将“胰岛素之父

‟ 班廷”的人物介绍发布在讨论区，请学生浅谈阅读后的启示。

4 结语

思政元素融入专业基础课的必要性不言而喻。高校教师要想

做好课程思政建设，在进行“课程思政”时，务必注意培养学生的

价值观、人生观、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观，注重培养学生对中国传

统文化乃至世界传统文化的兴趣。在今后的理论及实验教学活动中，

应用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重点是以科学精神为指导，灵活运用

多种教学形式，以达到教书育人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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