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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体解剖学是医学教育领域的基础性课程，也是学生感知医学伦理、接触医学知识的重要渠道。课程思政

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融入到人体解剖学教学当中，充分发掘课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将人体

解剖学知识与思政教育元素相结合，培养学生学习人体解剖学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本文从人体解剖学入手，

分析了课程思政融入人体解剖学的必要性，并列举了具体的思政教育融入内容与方式，以期为相关教学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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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是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展开的教育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应将思政

教育贯彻落实到高校教育的全过程、全阶段、全方位[1]。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以正常人体器官形态结构研究为主的

科学性学科，其教学内容不仅展示了人体各个系统器官的

形态与结构特征，还表明了每个器官、结构间的位置关系，

并揭示了器官、结构的生长发育规律，阐述了其功能意义，

对学生今后学习医学基础课程有着重要的铺垫作用，可以

为学生后续临床医学课程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2]。课程

思政融入到专业课程中，是当前课程教学改革的必然方

向，人体解剖学也应该响应课程思政改革的号召，注重全

面培养专业学生的思政水平，保证其良好的思政认知能力

和水平，促进其人格的全面发展。 

1  课程思政融入人体解剖学的必要性 

医学教育具有较高的严谨性和专业性，帮助病人减

少、消除病痛的折磨，提高病人的健康水平，是每一个医

生都应该遵循的使命和义务。因此，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

的医学生，除了具有扎实的医学技术，还应该具有高尚的

医德与医风，坚信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在

现阶段的医学教育教学方面，学校、教师仍然会将专业知

识与专业技术作为教育教学的重点，对课程思政、思政教

育的关注度普遍不高，不利于学生良好职业素养与崇高医

德医风的养成。同时，大学生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

容易遭受不良思想的侵蚀，产生以利益为重、崇尚物质、

以自我为先等不良思想，对学生的后续发展产生十分消极

的影响。因此，教师应该深刻认识到课程思政融入人体解

剖学专业课程中的重要性，通过课程思政加强专业学生正

确价值观的培养，帮助学生能正确认识人和事，让学生意

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促使学生主动接受

思政教育，将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医学事业工

作者。 

2  课程思政融入人体解剖学的教学探索 

2.1  将爱国主义教学融入到人体解剖学当中 
现代社会处于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各个方面之间的

矛盾日益显著，涌现出大量的社会思潮与流行文化，种种

复杂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使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掺杂

了一些杂质，大学生爱国教育迫在眉睫。身为医务工作者，

从微观发展来说，应该为自己的前途而奋斗；从宏观发展

来说，应该为国家的医学事业发展和医药事业发展做贡

献。作为一个合格的医学工作者，必须具有符合时代要求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

而医学生爱国教育一直是医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课

程思政融入人体解剖学的首要环节。 
教师可以在人体解剖学绪论教学中，向学生列举我国

医学家对人体解剖学做出的贡献，并从中渗透爱国教育。

我国历史发展中最早出现关于尸体解剖的书面记载是《黄

帝内经》，它也是战国时期我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在之

后的医学发展中，我国又陆续出现了张岩、李继硕、钟世

镇等多位著名的解剖学者。教师在向学生介绍这些医学专

家的个人事迹时，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感被唤醒，

其自身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也会被强化，进而促使学生

树立鲜明的责任意识，形成崇高的个人理想，在今后的学

习生活中为了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为医学发展、国家建

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2  将法治意识教育融入到人体解剖学当中 
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是高等医学院校的办学目标，但

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的医学院校对于法治意识教育的关注

度不够，法制意识的教育力度普遍偏低，且在实际工作中

存在着很多问题，这除了不利于医学生正确法制意识的形

成，还会导致学生的不健全人格，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

最终无法实现以德立人的教育目标。所以，教师应该在课

程思政理念的引导下，注重加强医学生的法律基础常识的

学习，让每一个专业学生都具有一定的法规判定意识，识

法、懂法、守法，能用规范的法律知识约束自身的医学行

为，始终在未来岗位工作中坚持法律底线。 
以生殖系统教学为例，教师在进行知识讲解的时候，

可以向学生讲述妇产科医生因个人情绪将产妇的输卵管

恶意切掉的案例，以此警醒学生，告诉学生必须杜绝职业

犯罪，要致力于做一个遵纪守法、拥有仁善之心的好医生；

以肾移植教学举例，教师要向学生明确器官移植过程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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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医所涉及到的法律责任与义务，让学生了解和掌握

“患者知情权”“患者自愿原则”“患者隐私权”等方面的

内容，严格遵纪守法，严明律己，确保自身行为的端正，

规范行医。 
2.3  将职业责任感教育融入到人体解剖学当中 
医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这种职业的神圣性甚至

可以上升到生命的高度，因此，高等医学院校应注重学生

职业责任感的教育，贯彻落实我国的医疗政策，为广大人

民群众的健康身体维护奠定良好的基础。医患冲突与医疗

事故是目前医学事业中发生比较频繁的两种现象，而产生

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极个别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不

达标。所以，教师应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融入职业感教育。 
以实验课举例，教师应严格要求学生在做实验的时候

不破坏标本，并在实验完成后，要求学生将尸体标本恢复

成原样，检查无误后方可离开；以解剖内容讲解为例，教

师在介绍将要解剖的内容时，应结合临床案例培养学生的

职业责任感；以输尿管与子宫动脉位置关系讲解举例，教

师可以向学生描述相关的案例，比如，某医生在做子宫切

除术时，将输尿管误认为子宫动脉，并对其进行了结扎，

结果导致病人手术过程中大出血，还出现术后无小便的问

题；以静脉讲解举例，为了让学生意识到职业严谨性的重

要性，教师可以向学生举例，某医务人员因为不负责任导

致病人输错药物，进而致使病人死亡的医疗事故。通过多

种医学事故的案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医学是严谨的，

自己在手术中所动的的每一刀都关乎病人的健康乃至生

命，因此，自己更应该认真细致的学医、行医，杜绝每一

次失误，抢救每一条生命，从而养成学生科学严谨的学习

态度和工作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职业责任感的

思政教育目标。 
2.4  将生命教育融入到人体解剖学当中 
人体解剖学专业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其主要目的是

帮助培养专业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的生命有

崇高的敬意，热爱生命，认识到生命的力量，明白生命的

不可侵犯。生命教育反映在医学生身上的表现就是爱惜并

尊重他人与自己的生命，注重自身安全，珍爱生命，远离

危险等多项行为。 
在人体解剖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学生必须认识到生命

的重要性，才能明白自身承担的救死扶伤的重大历史使

命。所以，教师应该教授学生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热爱

生命，深刻学习和领悟“大体教师”的崇高精神，懂得付

出和奉献。 
以心脏构造讲解举例，为了让学生知道心脏对人体生

命的重要性，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事例，比如，一

个青年在一次事故中心脏被刺导致身亡，他的家人非常伤

心，以此警示学生，应珍爱生命、保护生命。将生命教育

融入到人体解剖学教学当中，能够帮助学生对生命产生敬

畏与重视，进而自觉维护生命，还能培养学生的仁爱之心，

明白医者父母心的深刻内涵，并主动承担医学工作者的责

任与使命。 
2.5  将辩证思维教育融入到人体解剖学当中 
医学发展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而这就需

要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融入，因此，教师有必要

将辩证思维教育融入到人体解剖学教学当中，高高竖立引

领医学专业教学的思想旗帜。人体解剖学是所有医学专业

的基础性课程，也是学生学习医学的垫脚石，所以，将人

体解剖学与哲学融合进行教学有利于医学专业的教学改

革发展。教师应借助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展人体解剖学

教学，升华专业知识教学的高度，帮助学生学习、认识唯

物论，并能够自觉运用辩证法学习、理解、掌握人体解剖

学知识，重构自己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体系与逻辑框架。 
2.6  将创新意识教育融入到人体解剖学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主干力量，也

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作为新时代的力量，应肩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具有不断创新的突破意识。现

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促进人体解剖学教学的发展，从原本的

标本教学、挂图教学扩展到现在的多媒体教学、虚拟仿真

教学，还引入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反映了医学发展的

创新成果。 
教师可以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融入创新意识教育，以

关节学讲解举例，除了人体关节的相关知识，教师还可以

向学生介绍人造关节与假肢的研究及应用，并延伸机器人

辅助技术等，激发学生促进医学创新发展的意识。创新是

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具有较高的科研创新能

力，才能解决医学发展史上诸多的难题，促进现代医学的

不断进步。 

3  结语 

作为人体解剖学的专业教师，应不断思考，积极思

考，努力发掘人体解剖学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并将

其整合融入到实际教学当中，提高人体解剖学的人文性

与育人价值，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医

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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