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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学科专业课程不单单是要起到对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重要作用,更多的是应该充分立足于

自身教育学科发展特点，并认真思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现代思政教育问题。“医

学微生物学”课程是我国医学院校课程中的一门极具专业性的基础课程。应通过结合该专业课程的教学特

点,凝练、设计并筛选出一些较为典型的课程教学案例,将“爱国、奉献、担当”等政治思想要素和“严谨、

求真、务实”的其他科研综合素质融入到课程教学的设计过程中,使在校学生在对新专业知识不断获取过程

的同时又能渗透新的政治思想素养,从而有效促进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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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大医院、医学研究院对医疗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

加，而对于医疗人才来说，社会需要的不单单是拥有足够的专

业知识，同时还应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人文素养等等。医学

院校是我国医疗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应当按照教育部门的政策要求，采用专业课结合思政的教育方

式,在充分促进学生学科专业综合能力稳步强化提升的同时，引

导其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实现对学生全面性、综合

性的发展，培养出同时拥有专业知识与正确思想政治观念的高

素质人才。 

1  “医学微生物学”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在课程中设置思政教育是一个新的学科教学概念,习近平

总书记在今年全国高校学生理论政治工作四次会议上明确提

出。思政教育将始终立足于师德教学理念,通过必要的德育教学

方法,引导全体学生逐步成长并形成健全人格,促进全体学生的

健康、全面发展。医学微生物学科的思政教育具备可行性与学

科发展历史的民族性。 

1.1  思政教学方式的可行性 

思政教学方式具有可行性。当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尝

试进行高校课程思政资源的整体开发,寻找高校课程内容与思

政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点,发挥高校思政教育中的理想品德教

育,通过对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优秀政治道德等方面进行培

养，并将其作为思政教育的主要载体，科学地融入到日常教学

之中,逐步实现学生的专业知识及政治思想的统一。如今，已有

很多高校将课程思政的立德树人教育加入了专业课教学工作中,

这充分说明了思政教育的意义与可行性,对为医学院校思政教

育设计等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2  “医学微生物学”学科发展的民族性 

我国的医学微生物学经历了历史经验、近代实验、逐步现

代化三个历史时期,一代又一代的研究人员,孜孜以求,为了祖国

的微生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如历史上仪狄对于酒的发明、

“人痘术”对于天花的预防、《本草纲目》中对于消毒的记载、

学者汤飞凡对于沙眼衣原体的分离等，都彰显出中华民族在微

生物学科的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推进作用。医学微生物学科的

发展历史，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其具备的民族性则

成为了思政教育的重要前提。所以在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要

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到中国微生物学的发展历史，使得学生

的民族性、自信心得到强化，对其思想道德的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1.3  “医学微生物学”对现代传染病的防疫体系
建立有重要价值 

传染性疾病是威胁现代人类生命安全的一大重要因素,传

染性疾病的防范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如“抗疫斗士”伍

连德的事迹，1910年的东北鼠疫事件，伍连德亲手实施了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第

一人；设计“伍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

之后，又分别组织扑灭了 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

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自此

中国的防疫体系加速建立。他是中国检疫、防疫、公共卫生事

业的先驱，伍连德心系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勇于创新的担当精

神,献身医学的救死扶伤情怀，都是思政教育的优质素材,其能够

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医学微生物学科在传染性疾病防控等

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爱国情感进一步强化。 

2  医学微生物教学中课程思政教育的案例设计与

效果分析 

针对大部分医学专业高校学生自身历史知识及自身人文文

化素养较为薄弱的环节,在每门课程的不同知识章节,需结合自

身相关医学历史背景、典型思政案例等,将医学专业知识和自身

人文文化素养充分紧密结合起来，帮助高校学生牢固树立正确

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精神。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主要可

以来源于几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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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内外典型的临床成功治疗案例 

典型的临床诊断治疗成功案例中都承载着医务工作者坚韧

不拔、勇于创新的敬业精神。通过老师讲解相关案例,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基础病原学和基础临床结合用于治疗,

掌握其基本特性和方法,也可以充分弘扬一些坚韧不拔、勇于创

新的职业医生。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用病毒噬菌体进行治

疗全身烧伤引发细菌感染的劳模邱财康的真实事例，宣传医护

人员和临床科研人员面对重大挑战，克服困难、大胆探索的精

神。通过开展课堂学习掌握理论知识，在课后活动中观看以全

国劳模邱财康的故事为蓝本的医学故事片《春满人间》，引导全

体学生深入地理解我国临床疾病治疗中严谨的科学性。在当今

社会，需要学生具有敢于挑战现代医学技术极限,突破传统医学

技术壁垒,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医学精神。比如，讲到 HIV内

容时，可由教师讲述“柏林病人”，通过骨髓移植的方法成功治

愈艾滋病的故事，还可引入前沿，时隔十年采用类似疗法让第

二名 HIV 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伦敦病人”病例对于彻底治

疗艾滋病带来曙光。课本内容结合最新科研成果的讲授，课后

布置相关医学文献,不仅可以使全体学生逐步加深对医学微生

物的探究，也充分教育出了学生作为医生,要始终坚持客观科

学、勇于创新研究，积极面对挑战的优秀品质。 

2.2  思政教学内容还可以来源于学生的实验课 

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专业操作性较强的实验学科，其独特

的生物实验技术在临床学科研究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主导

地位。学生实际进行的实验课程同样可引入思政教学内容，在

具备实验操作技能的科学教学中，应严格要求规范实验操作，

使学生不断加强无菌观念，强化学生无菌操作技能的培养，让

学生养成仔细、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还可以组织一些带有

综合性和设计性的科学实验,以充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表达

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如此看来，在实验课上

加入思政教学内容是医学类院校培养高文化素质新型现代医疗

技术人才的一种有效途径。例如，针对临床样本中未知细菌标

本中的病原性检测，可以强调标本采集与处理要遵守医用垃圾

的处理标准，实验过程中涉及动物实验，需要注重实验动物伦

理，尊重小动物生命。 

2.3  相关教师应积极做好工作观念的转变 

医学微生物学科课程思政教育开展之前,教师及相关工作

者应积极做好思想工作，对工作观念进行转变，从实际出发,

充分掌握课程思政教育的积极性与有效性,明确课程思政教育

在学科教学中以及学生培养等方面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为真正

达到这一教学目的,教师需要充分立足于实际,认真研究并转变

工作思路,明确把握医学微生物相关学科乃至于专业课结合思

政教育的可行性,细化课程思政的融入点,确保专业课结合思政

教育中的所涉及使用到的各种图片、案例等既符合理论教学,

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推进整体课程思政工作的有序开展。将多种

现代化的德育教学模式理念充分融入到课程思政教育之中,言

传身教，引领带动学生，学生在学习中领悟并接受教师传递来

的正能量，有效激励出内在学习动力，实现立德树人与成才的

有机统一。 

2.4  做好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推广 

在实际教学中开展思政教育，应注意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为在开展医学微生物学科思政教育的过程，需教师及相关人

员对整体教学过程进行监督与关注，所以应当合理安排教学内

容、实践环节等。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教师应严格按照课程制

定的教学目标,结合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进行相关学习资源的

呈现,并且在呈现过程中,科学控制呈现时间,建立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案例库，逐渐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合理教育经

验。让更多的高级院校、相关教育机构、教师学生进行学习。

使我国医学微生物专业的学生从专业能力到政治思想得到全面

提升，科学培养出新一代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3  结语 

思政教育对于我国教育事业起着极大的作用，在医学微

生物学科有着重要体现，思政教育不仅从根本上提升了医学

微生物学科，对整个教育事业的教学都颇有成效，满足国家

教育部提出的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的同时，应加强培养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从实际的教学环节出发，医学微生

物学科与思政教育的联系非常紧密，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从

学生的基础专业知识出发，到教师的教学资源分配都可以融

入思政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将思政教育运用

到实际教学中，为国家培养出同时具备专业知识与高度文化

素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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