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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人体解剖学”课程的研究与应用
吴小芳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医药卫生学院，广东 佛山 528300）

摘要：目的：通过课程思政在高职护理“人体解剖学”课程的研究与应用，探索课程思政对“人体解剖学”教学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 2019 级和 2020 级护理专业学生各 100 名，2019 级护理专业学生作为对照组，在教学及课外实践过程中，均未融入课程思政，

2020 级护理专业学生作为实验组，在教学及课外实践过程中均融入课程思政。课程结束，比较两个年级课程测试成绩以及对本课程的教

学评价，并抽取课外实践服务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比较。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2020 级课程测试结果优

于 2019 级（P ＜ 0.05），2020 级课程教学评价及课外实践问卷调查结果均优于 2019 级。结论： 课程思政不仅能充分融入契合到“人体

解剖学”课程中，还可有效提升学生成绩，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实现长远综合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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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护理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与医疗卫生相关的行业，

主要培养一些与护理相关的技能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中，教师除

了让学生具备高水平的护理技能，还应该具有崇高的服务意识以

及人文关怀。而这则需要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教师一方面重视学

生的专业护理技能，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层面的建设。课

程思政的本质是指深挖教学各个环节中的思政元素，如价值观、

道德观、精神追求等，在无形之中影响学生的意识形态，从而引

导他们实现能力以及思想的双重提升，进而帮助健全学生的品性

和人格。若在学生的授课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则可在授予学

生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人体解剖学”是高职护理专业初入大学首要必修的基础医

学课程，本课程不仅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及护理技能的培养奠

定基础，更为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人文品质的塑造及正确三观

的建立奠定基础。因此本门课程对学生影响重大，教师授好本门

课程则更为责任重大。以往的“人体解剖学”授课，主要通过线

上线下混合混合式教学法，重点传授解剖及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而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关注有限，这必然不符合学生往后的长远

发展。如此一来，教师从思政视角出发，对“人体解剖学”专业

课程进行创新与改革，在授课的不同环节加入思政元素，既满足

学生的技能要求，也达到了加强学生素质建设的目的，从而提升

学生的人文素养，让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价值观在高校落地生

根。

一、资料与方法

2019 年 10 月 -2021 年 2 月，从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卫生

学院的 2019 级以及 2020 级，随机抽取个 100 名学生，作为教学

实验的主体对象。其中 2019 级所选的学生设置为对照组，采用常

规的教学手段来学习专业课程，即主要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完成“人体解剖学”授课，并没有将课程思政理念渗透到专业授

课过程中。将 2020 级所选学生作为实验组，采用课程思政改革方

式开展授课。在授课的各个环节全方位渗透思政理念。课程过程中，

让学生对每一章节进行评价打分；课程结束，对学生进行课程考

核测试；课后实践，让学生对周边的亲朋好友及来我院参观生命

科学馆的人员进行健康科普教育，结束后对实践服务对象进行问

卷调查。

二、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 0.05

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届学生课程考核测试比较

通过对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课程考核测试成绩进行比较，

得出结果为 2020 级学生的测试成绩优于 2019 级（P ＜ 0.05），

说明课程思政融入“人体解剖学”教学有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的

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见表 1。

表 1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课程考核测试成绩比较

年级 人数 平均分 P 值

2019 100 71.26±11.57
P ＜ 0.05

2020 100 74.84±10.61

（二）课程教学评价比较

通过对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对本课程教学评价分值进行

比较，得出结果为 2020 级学生的教学评价分值优于 2019 级（P

＜ 0.05），说明课程思政融入“人体解剖学”教学有助于提升教

学效果，激发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在 2020 级的评价内容中，多

数同学表示，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掌握了本课程的知识和技能，还

树立了正确的三观和理念，实现人文和道德的内化和提升。如：

在实训课，通过对大体老师的致敬，讲述遗体捐赠背后的故事，

使同学们克服对尸体恐惧，产生对“无语良师”的尊敬和对生命

的爱护；对运动系统的讲解，使同学们认识到生命在于运动的重

要性，助力大家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在呼吸系统的讲解，使同

学们意识到吐故纳新、革故鼎新，具备创新性思维的重要性等。

总之，通过对每个章节课程思政的融入，不仅激发学生对课程的

兴趣，还深厚了解剖课程的文化底蕴，提高了教学质量，提高了

学生的思政素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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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对本课程教学评价比较

年级 人数 平均分 P 值

2019 100 83.91±8.10
P ＜ 0.05

2020 100 86.50±7.44

（三）问卷调查

随机抽取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课后实践服务对象各 30 名，

进行问卷调查，发放 60 份问卷，均有效。统计结果为：2020 级学

生课后实践服务总体满意度优于2019级，且不管是在知识的获得、

讲解人员素养以及积极向上的理念传播方面，2020 级学生获得的

分值都高于 2019 级（P ＜ 0.05），说明课程思政有助于提升学生

课后实践效果，尤其是在所授人员的素质和三观方面，提升显著，

见表 3。

表 3　2019 级和 2020 级课后实践问卷调查比较

调查内容（满分 10 分） 年级 平均分 P 值

对本次活动的总体满意度
2019 7.70±0.25

P ＜ 0.05
2020 8.43±0.18

通过本次活动，能让你获得

有益的健康知识

2019 7.23±0.31
P ＜ 0.05

2020 8.16±0.21

讲解人员素质、态度良好
2019 7.76±0.18

P ＜ 0.05
2020 8.73±0.17

活动过程传播了积极向上的

三观理念

2019 7.36±0.22
P ＜ 0.05

2020 8.50±0.18

四、讨论

（一）课程思政对知识和技能的影响

“人体解剖学”是护理专业学生初入大学首要必修医学基础

课程，很多学生在接触前或接触过程中会对此课程产生畏惧和拒

绝心理，以至于后期在学习过程中，兴趣不高，影响对本课程知

识和技能的掌握。在改革前的教学方法，教师过于强调技能掌握，

很少会从学生的心理、思维等方面来关注学生，这导致学生们对

于专业课程学习的兴趣程度并不是很高。加之专业课程的难度较

高，在一定层面上让学生产生了畏难心理，以至于课程效果不佳。

将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思政理念进行深入融合，改变学生对于专业

课程的认识，强化他们的心理。通过对“人体解剖学”教学方法

进行改革，授课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不管是对知识还是技能的

传播都有重要影响。课程思政使得教学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将课

程文化融入其中，潜移默化增强学生对课程文化、价值的认同。

在传授传统知识的同时，通过该传播解剖学先辈们不畏艰辛、爱

家爱国情怀，培养学生对新知识的兴趣和渴望，让学生体会“人

体解剖学”不再是一门冰冷无声的课程，而是一门有情感有温度

有语言的课程；通过对每个章节对应思政元素的融入，增加学生

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提升对课程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能够从意

识形态上认识到解剖学绝非是单纯地了解人体结构，而是融合了

医学健康理念，让更多的人掌握健康生活手段。

（二）课程思政对人文素养的影响

实现对生命的人文关怀是现代护理学对护理人员的基本要求。

人文关怀不仅是护理学生自身成长的指明灯，更是以后职业生涯

发展的奠基石。在以往的医学院校护理学生，普遍存在“轻人文，

重业务”的现象，认为业务技能的提升远重要于人文素养的培养，

不仅使得护理专业大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受限，还制约了护理学

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这势必阻碍护理行业的长远发展。虽

然目前医学院校有设有公共类思政课，在帮助学生提高人文素养

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公共类的思政课在内容上缺乏对护理

专业的针对性，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引导力有限，效果一般，不能

完全满足高校护理人才素质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急需适合护理

专业的特点的思政来帮助引领护理人才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人

体解剖学”课程思政正好可以弥补公共类思政课的不足，根据护

理专业岗位特点，遵循护理专业学生发展规律，结合医学课程内容，

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中，加强专业课程的实用性建设。解剖

课程通过解读专业知识和讨论临床相关案例的过程中融入思政要

素，帮助学生树立“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理念，在理论授课

之外不断增加课外实践，在实践探索中践行思政的魅力，让学生

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提高学生成就感的同时，也塑造了学生们

立德树人、关爱生命的人文情怀。

综上所述，“人体解剖学”课程思政不仅仅是单纯的提升学

生的护理技能，更是从人文视角入手，强化他们的人文素养。如

此一来，学生不仅能够深刻认识课程的重要程度，还增加了他们

对于本门课程的感兴趣程度，加强了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更增

强了对医学素养的提升，树立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患者的使命

感。医学课程教育与思政教育互相渗透，共同统一落实在医学生

综合素养和德育建设中，成为医学生素质教育发展的合力。在今

后的“人体解剖学”课程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加强课程思政的建设，

挖掘更多与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潜移默化提升自身的三观价值和人文素养，为医学事业的长远发

展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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