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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课程思政背景下《药理学》课堂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魏菊香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药理学》是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医学与药学之间的桥梁学科，是护理学专业的一门必修基础课。在医院实际工作中，护

理人员是对患者用药的主要实施者，结合药物作用的两重性，可知护理学专业学生不仅要掌握常见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

应及用药监护，更需要在高等教育阶段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并具有关爱病人、敬畏生命的职业修养。2018 年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的提出，为高等学校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药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将与授课内容匹配的课程思政素材融入其课堂

教学，能够更好凸显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高等教育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学校各专业各课程教学同向同行，推进专业课程课堂教学的改革，

以期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能力及崇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彰显高等学校专业课程教学魅力。对此，本文阐述了将课程思政素材融入《药理学》

课堂教学的几种策略，分析了课程思政后的课堂教学效果的差异性，论述课程思政背景下《药理学》课堂教学改革的路径，提出课程思

政在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改革新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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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关键在于价值引领、

知识探究、能力培养和人格养成。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实现“育人”

价值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凸显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是最终实现

“教书”与“育人”同步的有效且重要的途径。

在这种教育新形势下，针对护理学专业课程教学特点，如何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既能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与

专业技能，同时很好的实现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与学生自身品质、

价值观的养成教育呢？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教育中，无疑是

实现以上教育目标的总要途径。

一、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选取与授课内容匹配的思政素材是课程思政得以实施

的重要保障

思政素材的搜集、筛选非常重要，授课教师必须在备课时做

好充分的素材准备，所选素材必须与授课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

避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现象。《药理学》教学多是选取

典型临床用药案例问题、针对所学药物应用或不良反应（吗啡联

系毒品危害）等思政素材，切合学生专业需求与授课内容。

（二）精细的课堂教学过程设计是课程思政得以进行的关键

授课教师一定要结合授课内容与所选思政素材做好课堂教学

设计，分配好各自的授课时间，实现在充分讲授专业课程知识的

同时，完美融合课程思政的讲解，让学生自然而然的感受到自己

获取了除书本外的极具价值的知识。

（三）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是保障课程思政得以进行的重要

环节

“师范”这个词一直是我铭记的。何为“师范”？“身正为师，

德高为范”“为人师表，行为世范”。一个高校教师的自身素质

是进行思政教育或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关键，试问，如果授课教师

自身的素质不高、品行不端、价值观不正确，那么他如何引导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等，更别提教育好学生？即便是选取再好的

思政素才，做了再好的课程设计，也无利于课程思政教育，更无

利于专业课程教学。

（四）课后反思是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教学中逐步系统化的

必要环节

每结束一次课的讲授，教学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断的

反思，我们才能够发现所选思政素材对课堂教学感染力如何，才

能够清楚的获知课程教学设计是否有不合理之处，以此更好的筛

选思政素材，才能够更好做好课程设计，继而实现“教书”与“育

人”同步。

二、课程思政融入《药理学》课程教学中的措施

（一）加强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与更新，让专业课程教学不

再是只有专业知识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教师的教学观念直接影响了课堂

教学内容与教学效果，包括教学氛围的形成。高等教育要实现“教

书”与“育人”同步，就必须加强教师对教育本质的思想认识，

让课程思政这种新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各专业课程教师需群策

群力，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中建设价值，最终形成系统

化的课程思政体系，为“教书育人”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建设《药理学》课程思政元素的资料库

结合临床用药案例、典型药物的不良反应、国家药品管理法

规等思政素材，根据这些素材与各章节授课内容匹配，逐步建立《药

理学》的课程思政资料库，实现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系

统化。

如讲解第二章药物效应动力学章节中的药物作用的两重性时，

引入临床用药失误案例，引导学生分析用药事故发生的原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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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深刻理解药物作用的两重性“防治作用与不良反应”，强

化学生的临床用药的安全意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案例引导培

养学生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基于近些年来青少年吸毒群体的激增，在讲解“镇痛药”章

节时，重点加强对镇痛药的不良反应之依赖性的讲解，以此延伸

之毒品的危害性。

学生在教师的播放的毒品危害视频以及图片等直观课程思政

素材的理解基础，加强对毒品的危害认识，进而树立“防毒、禁毒”

意识，让学生更加珍爱自己的生命。依据“镇痛药”使用的管理法规，

强化对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的教育，使学生树立尊法、守法意识。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医务人员的

无私奉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成为护理学专业课

程教学中最为鲜活的课程思政素材。

教师恰当选取这些素材，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与对

生命的敬畏，更好的提升护理学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以此在

课堂教学中形成高尚的人格与职业道德修养。

课程思政素材是多样的，教师需根据学生专业特点与课程授

课内容，选取与之相关的思政素材，恰到好处的在专业课程教学

中融入思政素材，逐步建立课程思政素材资料库。

三、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效果分析

（一）丰富了授课内容，活跃了课程教学氛围

因思政素材的融合，使得课程教学内容不再是传统教学中的，

只有专业知识，就课本知识学知识了。同学们可以根据教师融合

的课程思政素材如典型的案例，展开讨论、分析，这个环节既能

够锻炼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能够让学生更活跃的参入到课堂

教学中，至此课堂教学氛围明显活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高，

教师也借此对学生进行价值观、职业素养等进行养成教育。

（二）提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一个充满活力的课堂是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课程思政

素材的融合，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顺理成章的

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学生学习的热情一旦激发，也能够

更好的学习课程专业知识。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个愉快的

课堂，学生对这门课程教学形成了一个愉快的期待，期待老师有

趣的知识融入，这样的期待课堂自然就再有上课不良现象的出现。

（三）实现“育人”的本质目标

基于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发育特点，高等教育是对学生价值

观形成、个人品质等多个方面养成教育的最好阶段。高等教育不

是单纯的教“专业知识”而“教”的存在，而是如何引导学生养

成自主学习习惯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实现“育人”

这一目标。

（四）提高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

对在校 2019 级护理本科学生对《药理学》课程教学的满意等

调查，发现在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后，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竟

到达 100%。

在试卷难度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学生《药理学》课程期末考

试成绩优秀率比 2018 级本科《药理学》末考成绩高 15% 左右，

2019 级护理本科学生《药理学》课程不及格率也只是有 0.9%，与

此同时对教师的认可度也达到 100%，这充分说明，新一代大学生

对除专业课程知识以外其他“知识”的渴望程度很高，也更可以

表明，高等教育是对学生进行“育人”教育最佳时期。

四、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思考

课程思政在专业课堂教学中的融合，为高等教育实现“育人”

目标提供了基础。课程思政素材的选取也不是随便都可以，一定

要具有代表性，能够让学生体会深刻，能够很好地与专业课程知

识有机结合，不牵强不做作，不让学生感觉教师是在说教或是强

制性无厘头的知识灌输，真正将思政素材潜移默化的融入专业课

程教学中。

正与对学生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一样，课程思政不是哪

一门课程，哪一个老师进行就可以到达良好预期的，这需要各专

业课程同向同行，推进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改革。

五、结语

课程思政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强化了专业课程的教育性，把价

值引导、学术精神的熏陶、职业素质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专业课程

的教学过程中，形成课程教学的新型“育人”格局，推进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的协调育人目标。课程思政融入《药理学》课程教

学过程是教师不断探索反思的过程，不断总结经验，挖掘课程教

学中的育人功能，进而培养高素质的医务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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