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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探人文素养教育在生物医用材料课程思政教学中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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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医用材料的管理划属医疗器械的范畴，是研究人工器官和医疗器械的基础。生物医用材料是当代科学技术中涉及学科最

为广泛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包括材料、生物和医学等相关学科，已经成为当代生物医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学院校以生物医用材

料类课程为载体推进“课程思政”教学，契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需求，但课程难度大，在有限课时内兼顾教学质量与人文教育存在

一定的难度。本文主要探讨了渗透人文素养教育的原则，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有关人文教育的方法和策略，以期专业教学与人文教育有机

融合，互相促进，为医学院校这类课程的人文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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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的医学问题不仅是生物医学技术问题，更是如

何加强医学教育的人文素质，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医学人才问题。

在医学教育中强调人文精神，促进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

的融合，已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构建医学院

校人文素质教育方法是医学教育的重点。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文素

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人文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学生的个性、心理、

创新精神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医学课堂中进行人文素养的教育

是医学教育中极为重要的课题，学生不只应该拥有专业的理论知

识，还应该拥有人文素养，所以应该让人文素养的教学渗透到医

学专业的各个课程当中，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人文素材，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吸收人文知识，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

够得到综合性的发展。

一、生物医用材料课程中人文教育的渗透原则

进行人文渗透教育的目的是拓展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人

文素养的水平，进而改善学生的人文形态。当人文素养积累到

一定的程度，能够推动专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激起学生对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知识学习的热情，强化学习的成效。在进行生

物医学教学的时候渗透人文教育的重点是扩展人文知识以及提

升人文素养。

生物医用材料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系统介绍生物医用材料

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力求详细介绍生

物医用材料领域涉及的材料、化学、生物、医学等相关知识。所以，

应当从宽度以及深度方面考虑对人文教育的渗透，其中要注意的

是联系的点要恰当，举例也要适度，其中具体的解释以及阐述应

当紧扣主题，明白人文教育的需要以及目标，避免教学的内容空洞。

二、生物医用材料课程中人文教育的渗透策略

本文将从课程学习、社会生活、老师主导三个层面，探讨人

文素养教育在生物医用材料课程教学中的渗透。

（一）以课程学习为基础

课程绪论，以及各章绪论，是导入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建

立师生共情关系的关键环节，是课程人文教育的重要阵地。课程

绪论涉及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和地位，各章绪论也会介绍各类生

物医用材料的研究进展、现状和趋势，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人物、

发展脉络等案例资源，如众多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发现和技术革

新。

查尔斯 - 爱德华·纪尧姆（1861 ～ 1938）因发现了镍钢合

金的异常及其在精密物理中的重要性而获得 1920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在研究铁镍合金的过程中，纪尧姆发现含 24% 镍和 2% 铬的

铁合金比组成它的铁或镍具有更好的延展性。对于只含镍的铁镍

合金，如果在合金中加入更多的镍，这种合金的延展性比组成它

的金属差。经过对镍铁合金的系统研究，他获得了一种高质量的

镍铁合金，并称之为因瓦合金。这种合金含有 36%的镍。它的主

要特点是加热时的膨胀系数很小，远远低于当时任何已知金属的

膨胀系数。例如，它只相当于铁的膨胀系数的 1/10，经过压延和

旋压适当回火后，均匀地保持零膨胀系数。精确的测量在科学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温度变化时，不同的材料会以不同的

方式膨胀，这限制了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的能力。1896年，查尔斯-

爱德华·纪尧姆成功发现的合金，随着温度变化，其长度和体积

几乎没有变化。这种合金对科学仪器有显著影响，推动了科学的

发展进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结束时，艾伦·黑格、艾伦·麦克迪亚米

德和白川明基证明，生产导电聚合物是可能的。这需要在链中的

碳原子之间交替使用单键和双键，并通过添加合适的原子来掺杂

聚合物，使自由电子或孔在电子之后出现。三人因此获得了 2000

年诺贝尔化学奖。黑格为了说明聚乙炔的导电性，提出孤子的概

念，才有了薄膜显示材料的诞生，为生物医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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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医疗器械、植入材料表面沉积类金刚石膜，具有有效提高使

用性能和寿命、降低生物排异反应等优异作用。

将这些鲜活故事融入到绪论的学习，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深度体会生物医用材料学科创新研究的一般过程，吸取科学精神

及思维方式的养分。同时，引导学生运用正确的联系观、矛盾观、

因果观去学习，让学生既掌握过硬的操作技能，也具备高度责任感、

严谨细致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

（二）联系社会生活实际

生物医学材料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眼睛在衣食

住行、国家治理、科学研究等领域不可或缺。在人民生活、时政、

科技创新等方面也有新鲜的病例来源，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如

食品安全、疾病诊断等。

1963 年，美国学者 R.L.Bowen 获得牙科复合树脂专利。随

着复合树脂应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合成树脂牙科粘合剂和粘接

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复合树脂被用作玻璃、瓷器或石英颗

粒的粘合剂，以形成相对耐用的直接美观的填充材料。与其他

地方开发的酸蚀技术相结合，复合树脂配方可用于修复断裂的

门牙。这种组合也可用于将正畸托槽直接固定到牙齿上，以及

用于牙齿放置不当或不适合萌出的外科手术。这种不含填充物

的树脂也用于防止蛀牙，因为它填充了牙齿上发育的凹坑和裂

缝，否则这些凹坑和裂缝会对龋齿有很高的敏感性。口腔卫生

水平的提高，氟化物、防腐剂、密封剂和防腐涂层的使用，以

及修复外伤或畸形牙齿的复合材料的改进，可以改善口腔健康，

从而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生物医用材料被应用在骨科、心外科、齿科、神经外科、整

形外科、药物释放载体治疗和医疗美容等医学分支领域，用于解

决疾病治疗、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医学研究等问题，是融入人文

教育的切入点，也是培养学生专业认同感、提高职业素养的重要

载体。

融入这些元素，可以加深学生对生物医用材料的认知，增强

课程学习的使命感和动机，体验生物医用材料如何用于保障社会

的安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并促进学生以此为契机思考科学技

术创新的意义。

（三）老师发挥主导性作用

开展人文教育活动的主要因素是老师，所以，需要注重对医

学课程的老师在渗透人文教育的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进行发挥。

首先，教师要树立教书育人意识，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观念，

端正教书育人态度，注重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知识教育的结合，

在专业知识教学中积极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其次，老师应该以身

作则，老师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对学生在价值观念方面会产生直接

的影响，比如老师的品德、学识、人格魅力、敬业的精神以及治

学的态度。最后，老师应该运用适当的策略把专业的课程知识和

人文知识进行结合，并且将其严谨地呈现出来。

三、结语

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生物医学材料教学是一项内涵丰富、内

涵崇高的创新。它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既丰富了专业

课程的内涵，又挖掘了专业课程的教育价值。可见，人文素质教

育与医学专业素质教育相结合是医学教师的有效策略。通过多种

探索，开展医学人文教育，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医学技

术与人文素质并重的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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