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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内容在“环境微生物学”中的融入案例 
刘  晶  王洪洋 

（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如何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高校专业课程教学、构建课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是新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本

文从环境微生物学课程融入思政内容的教学实践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及先进思想为指导，充分挖掘学科发展历史、

焦点事件、名人事迹等作为课程思政素材，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培养学生勇于探索、敢于奉献的精神，增强学生的时

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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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微生物学是微生物学与环境科学相互渗透而产生的一门

交叉学科，它是环境类、化工类、生物类等学科专业的重要专业必

修课。该门课程与人类生产、生活均密切相关，其理论性及实践性

较强。通过对环境微生物学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及实践，使学生掌

握与本课程相关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学会利用微生物降解环境

污染物、利用微生物监测环境等，防止或消除有害微生物对人类的

危害等[1]。新时代下，专业教育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融合，高校

教师要将立德树人贯彻到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员之中，

努力构筑育人大格局。 

1 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课程思政是指采用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的形式，将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课程有机融合，形成协同效应[2]。教育部关于印发《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中指出，课程思政要根据不

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

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做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要用足、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高校教师在专业

知识的传授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专业课程中同

样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对与知识点

相关的思政案例进行深度挖掘，在已有思政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拓展

和开发[4]。本文立足环境微生物学课程内容，结合专业课程特色挖

掘课程思政元素，为自然科学类专业课程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下文了介绍几个环境微生物学课

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挖掘案例。 

2 思政元素在环境微生物学中的挖掘与融入 

2.1 科学精神 

在讲授“绪论”这一章节时，可以将科学家们在整个学科的曲

折发展历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加深学生对本门课

程的认识，同时引导学生讨论这些案例带来的启发。例如，将巴斯

德的事迹引入其中。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经过多次试验重复，推

翻了当时学术界的主流学说“自然发生说”。巴斯德通过曲颈瓶实

验证明了空气中的微生物是引起肉汤腐败的根本原因，彻底否定了

“自然发生说”所遵从的“生命可以由无生命物质产生”这一观点。

巴斯德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遭受了当时学术主要流派的批判，但

巴斯德仍然坚持己见并最终通过实验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教师可以通过巴斯德的案例，教育学生认识到在各学科领域发展中

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无一不是经历了多次失败、误解甚至攻

击，但他们不懈努力、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撑他们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各学科领域也因此得以持续发展进步。此外，还要教导学生不要盲

目崇拜权威理论，凡事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勇于怀疑、勇于提问、

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2.2 家国情怀 

在讲授“病毒”这一章节时，可结合“新冠”疫情的案例进行

课程思政教育。病毒不具有细胞结构，大多数病毒只有核酸和蛋白

质组成成分，核酸是 DNA 或者 RNA 且两者仅具其一[5]。此外，病

毒的体积微小，需要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病毒的生活方式

为专性寄生，只有在寄主细胞内才表现出生命特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2019 年

12 月，新冠肺炎在我国湖北省武汉市最先爆发。疫情爆发后，钟南

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专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毅然奔赴抗疫一线。

专家们结合病患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症状、病程发展规律等，确定新

冠病毒在人与人之间可进行传播，并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如科

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毒、居家隔离并做好健康监测等。上述

措施为后续延缓疫情的蔓延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陈薇院士团

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及其他疫苗研发人员不怕艰难

困苦争分夺秒昼夜奋战，分别研制出了基因工程疫苗、灭活疫苗及

减毒疫苗，这些疫苗在最短的时间内分别进入临床 III 期试验阶段。

接种三针新冠疫苗后，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率及死亡率大大降

低。通过向学生讲述抗疫的先进事迹，让学生掌握课本上病毒相关

知识的同时，教育和启发学生弘扬爱国精神、科学精神，要勇于担

负起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6]。 

2.3 环保意识 

在讲授“原核微生物”一章中“蓝细菌”这部分内容时，可以

从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以及相关人物的正面

案例进行切入，将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课程内容。蓝细菌广泛存在于

自然环境中，它们在岩石风化、土壤形成、增加土壤氮素营养、保

持水体生态平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5]。然而当水体收到氮、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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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污染后，某些蓝细菌会疯狂生长引起“水华”和“赤潮”，直

接导致水体内溶解氧含量急剧下降、水质恶化，水体中鱼、虾等生

物大量死亡，严重威胁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生态环境也被破

坏，我国各大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愈发严重。2012 年 11 月，党的

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战略决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用最

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加快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7]。

《2020 年中国生态环境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生物多样

性下降势头得到基本控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8]。在党和国

家的大力号召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了生态文明建设中，

张正祥就是其中一员。张正祥是昆明市西山区富善村的村民，从小

在滇池边长大的他视滇池为母亲。然而，经历了毁林开矿、取土采

砂采石，滇池丧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湖底污染物淤积、水质富营

养化、蓝藻暴发成灾、大量水生动植物灭绝，滇池变成水质恶化的

重度污染湖泊，这一切令张正祥感到痛心疾首。随后几十年里，张

正祥毁家纾难、不畏艰难，与所有破坏滇池环境的恶势力作斗争。

后来，在国务院总理批示和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建设部的全力支持

下，滇池、西山风景名胜区和滇池自然保护区 33 个大、中型开矿、

采石场和所有采砂、取土点被全面取缔封停。这些事迹被大量报道

后，张正祥被评选为 2009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通过讲述上述事迹，

教育学生爱护环境并积极投身到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3 结语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期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趋势和根本要求。高校教师在教授专业课程时要

将思政内容自然融入到专业课程中，真正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在环境微生物学这门课程中有机融入课程思政，让学生在学

习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

任感，将学生的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栋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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