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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高职高专《病理学》教学的探索与实施
王桂秋　蒋昀靓　游　坤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摘要：《病理学》是医学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是连接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桥梁学科，包含了量变到质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

哲学思维，科学创新的思维，严谨认真的态度，人文素养的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传统祖国医学文化的传承等丰富的“思

政素材”。在《病理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把“传道受业”与“立德树人”有效结合，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紧抓学生思政工作，达

到润物无声的效果，更有利于培养出专业能力扎实、医德医风高尚的优秀医务人员。本文深入挖掘《病理学》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分析

探讨课程思政融入《病理学》教学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以期形成一套可参考、可复制的高职高专层次的《病理学》教学课程思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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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要利

用好高校课堂这个渠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

结合。2017年12月，教育部提出要推动课堂教学的全面、深度改革，

归纳分析整理专业课程中所包涵的思政元素，让专业课堂的教学

也承载思政教育的功能。把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法治意识、三

观培养、文化素养、道德修养融入各专业课堂教学中，实现专业

课与思政课的相互渗透、同向同行。

《病理学》是临床医学、检验技术、护理等专业基础核心课程，

包含了量变到质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哲学思维，科学创新的

精神，严谨认真的态度，人文素养的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养，传统祖国医学文化的传承等丰富的“思政素材”。

《病理学》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把“传道受业”与“立

德树人”有效结合，一方面教授专业理论知识，另一方面紧抓学

生思想工作，更有利于培养出专业能力扎实、医德医风高尚的优

秀医务人员，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一、《病理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将高校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

过程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也就是说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

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巧妙地融汇、渗透到专业课教学中，在分

门别类的专业课的教学中同时也能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教高〔2020〕3 号文中指出，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中更加要

注重思政教育的渗透和融入，因为医学生们日后成为白衣天使肩

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着力培养学生“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敬

佑生命、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加强医者仁心、医德医风教育，

提升其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

《病理学》作为医学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在教学过程也一定

要融入思政的教育，重视对学生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综合人

文素养的培养，才能达到“三全育人”高职教育培养要求，在当

今信息爆炸、学习平台多样化的时代，如果课堂再一如既往仅仅

书本专业知识的传授，将不能突显《病理学》课堂教学的成效，

所以在《病理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势在必行。

二、高职高专《病理学》教学当前的思政现状

（一）教师方面

《病理学》教师非师范专业毕业，虽然全部持有高校教师资

格证才能上岗教学，但实事求是来讲，一方面他们没有接受过像

师范生那样的系统思政教育，缺乏思政的水平和意识，授课中往

往只注重了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没有从思政的角度进行课程的挖

掘和融入；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一直强调学生专业技能

的培训和提高，弱化了综合人文素养的提升。

受到学时太少、专业性太强等原因限制，目前专业课老师大

多数还没有课程思政的意识，即使个别教师在教学中融入职业理

念与人文教育，也基本是随机、即兴、片面的，并没有真正在人

才培养计划、课程目标设置、课件制作、教案编写等具体教学过

程中把“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理念进行全面落实。

（二）教材方面

目前所有专业、所有层次《病理学》教材都没有把职业道德、

人文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内容在专业知识中切入和

融合，只注重学科专业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个别《病理学》教材

也没有及时更新紧跟社会发展、紧跟临床接轨的概念和标准，如：

健康的概念，大多课本还是讲述健康三要素，即身体、心理、社

会适应能力，而没有及时补充道德健康这一要素。如：血清钠的

正常范围，课本中一直讲述 130-150mmol/L，但现在临床的标准

已经变更为 135-145mmol/L。作为教师，一方面要及时关注专业

知识的更新，更要提醒同学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知识点、看待教材。

（三）教法方面

《病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大多还是专业知识灌输。理论教

学注重讲解组织器官病理变化；实验教学主要以观察大体标本和

组织切片、验证性实验验证已知理论为主。即使部分教师意识到

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往往生硬地为了思政

而思政，比如说 2020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学科老师一时间都

在讲最美逆行者、最帅抗疫英雄，没有真正做好教学内容与思政

内容的有机切入与融合，造成思政内容和专业授课内容的剥离。

三、深入挖掘、探究《病理学》教学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创建适合高职高专层次的《病理学》教学思政案例库

通过对《病理学》教学内容的细致梳理，其思政方向大致归

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政元素——科学、创新

如：讲述结核病的时候提到科赫（Koch）现象，即初次接触

结核菌与再次接触机体所表现出不同反应的现象，得出通过初次

接触结核杆菌机体获得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这个结论。根据这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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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最后有了“卡介苗”的问世；讲述消化性溃疡病因时，提及幽

门螺杆菌这一病原体，分享 2005 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马歇尔

和沃伦证实 HP 与胃炎及消化性溃疡的关系的故事。鼓励同学们

要有科学的思维，创新的精神，在学习过程中敢想、敢做，敢创新，

敢突破。

（二）思政元素——严谨、认真

如：病理组织切片的“问世”，带领学生参观病理科从制片

到阅片的整个流程，让其体会医学工作是真正的“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病理人是一群“刀尖上的舞者”，一点点的差池（如

将送检的标本标注混淆，张三的胃镜标本标注为李四，李四本来

胃溃疡，结果诊断胃癌）将会给病人带来精神打击、经济损失甚

至生命的代价，培养同学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高医学生工

作一定严谨认真的意识。

（三） 思政元素——哲学思想（量变到质变、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如：讲述组织的适应性改变“化生”这一知识点时我们引入

病例：病人支气管粘膜正常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由于长期抽烟

的有害刺激化生成鳞状上皮，最后恶变为鳞状细胞癌，就是一个

量变到质变的典型。一方面教导同学们平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另一方面跟同学们讨论吸烟对人体的危害，提出

远离香烟、关注健康的理念。讲述肿瘤的病因与发病时，提到水质、

空气的污染——生存环境的恶化，催熟剂、膨大剂、防腐剂等等

的恶意添加——饮食的不安全，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增强全民族

生态环保意识，引领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

（四）思政元素——人文教育

第一是敬畏生命：医学人文的核心是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在

病理学绪论中，提及其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尸体剖检，此时要告诫

学生对无语体师的尊重，强调遗体捐献是为医学事业乃至人类社

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开展生命教育，让学生领会、

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在病理学的动物实验中强调“3R 原则”，

即尽量减少动物的使用，尽可能善待活着的动物，尽最大程度减

少动物死亡的痛苦。仁爱、同情、怜悯是每一位医学生必须具备

的职业素养。

第二是遵守规则：在实验过程中我们要求严格遵守实验室规

则及具体实验要求，2011 年，因为实验过程中使用了未经检疫的

山羊，东北农业大学 27 名学生及 1 名教师感染布鲁氏菌病就是一

个沉重的教训。通过每次实验中对规则的反复强调和严格执行，

培养学生强烈的规则意识。

第三是守住底线： 医者父母心，在授课中渗透仁心仁术的道

德准则，使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至于让利益蒙蔽双眼。

（五） 思政元素——三观培养

在讲述呼吸系统疾病《肺炎》时，联系当前的公共卫生事件，

通过白衣战士们一幕幕感人肺腑的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医学

生誓词》，牢记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

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的使命。在讲述尿毒症病

人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换肾时，提及肾与苹果手机的欲望纠葛。

通过当前热点、时事聚焦来引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消

费观。

（六）思政元素——文化传承

中国传统医德的思想内涵也是不畏艰险、不为名利、扶危济

困、博学谦谨。如：张仲景《伤寒论》中进则救世，退则救民；

唐代药王孙思邈有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在病理学教学中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也是对祖国医学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四、 课程思政融入《病理学》教学的具体策略与手段

第一，通过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目标的重新设计、教学大纲

修订、课件教案编，写全方位、多层次把课程思政融入病理学教

学中。

第二，通过微课、微视频、教学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推进现

代信息技术在病理学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第三，通过修改、完善教学评价、教学反馈、教学考核机制

进一步健全思政版病理学教学体系。

第四，提高《病理学》授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专业

课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举全教研室、全系部、全学院之力开展系统的思政教育

学习和交流。

相信通过在《病理学》教学中全方位的思政融入和渗透，将

会让病理学教学变得更有深度和温度。

首先恰到好处地将《病理学》知识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让

病理学教学真正达到“传道受业、立德育人”的目的，不但丰富

了教育内容、开拓了学生思维，而且也让知识变得更加有深度。

其次教师用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魅力来充实专业课堂，

把优秀传统文化、当前热点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有机地

切入，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更有温度的知识。

五、 结语

课程思政融入《病理学》教学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传道受业”与“立德育人”的有

机结合，有实验结果显示把思政教育融入《病理学》教学，不仅

能提高了学生的理论、实验成绩及绘图成绩，还提高了学生对教

学模式的满意程度。《病理学》教学中我们会不断吸收其他学科

思政教学的成熟理论、模式，探索、丰富高职高专特色的《病理学》

课程思政的方法与手段，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方式，全面落

实“三全育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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