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6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7-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医学专业基础课开展“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实践 

——以“病原生物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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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病原生物学”是临床医学类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之一，本文依据“病原生物学”学科特点及课程思政要

求，组建课程思政教师团队，开通在线课程思政学习平台，编写课程思政素材集，建立适合本校学生的课

程思政方式方法，探索适合“病原生物学”专业课程思政评价方法，形成适合本校学生的课程思政模式，

真正实现“全课程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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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

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上海高校在教育部指导下率先开展“课

程思政”试点工作，思政课改革的探索之路由此开始[1-2]。

之后，全国陆续展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探讨，并围

绕有效实现高校思政课与专业课的融合开展了一系列实

践探索[3-5]。 
“病原生物学”是一门基础医学必修课，如何深入挖

掘课程思政的育人元素？如何润物无声地融入到课程教

学中？这些是“病原生物学”教学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

课题致力于创建“病原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立

适合本校学生的课程思政方式方法，形成适合本校学生的

课程思政模式，真正实现“全课程育人”，同时为相关学

科的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借鉴。 

1  提高专业教师思政教学水平，构建课程思政教学

团队 

2019 年习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提
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6-8]。在近几年的

实践中，我们发现医学专业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不

足，对“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识不均衡。有的教师已经

意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但有的教师仍然只是注重

知识的传授，忽视思政教育，对思政教育在专业课中的渗

透认识不够。我们通过教研室定期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和教

研活动，认真学习和积极推广兄弟院校先进的课程思政的

经验，让老师们从思想上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从而

形成凝聚力强的教师团队。 

2  修订教学大纲，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我们邀请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加入我们的教学

大纲修订小组，遵循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相辅相成的原

则，将“病原生物学”课程目标分为专业目标和德育目标。

课程专业目标为：①掌握“病原生物学”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和技能，为医学各专业学科的学习奠定基础；②掌握

微生物实验操作技能，包括无菌操作、细菌和真菌的培养、

病原性细菌的鉴定方法等；③熟悉和了解本学科的科研发

展历史和研究前沿动态。课程德育目标为：在对“病原生

物学”专业内容学习掌握的同时，培养学生敬佑生命、勇

于担当，救死扶伤的医者职业道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 

3  挖掘课程本身资源，设计教学思政案例，编写思

政素材集，并持续更新 

联系微生物学史上典型的人物事迹和社会事件，通过

查找资料，追寻学科发展史，对专业内容背后的故事进行

挖掘润色，打磨优化筛选的案例，精心进行教学设计，规

避思政元素的生搬硬套，力争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最后，将团队发掘的思政教育案例汇总组合起来，建成“病

原生物学”课程的思政教学素材集，而且在今后教学活动

中要不断更新思政案例，不断挖掘、整理、完善课程思政

教学素材集，保障课程思政长期有效开展。 

4  利用智慧教学工具，开展“病原生物学”课程思
政的混合式教学 

我们尝试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线上+线下”
“病原生物学”课程思政[11-12]。具体实施主要通过课前线

上学习，充分利用慕课、精品开放课程等优质网络资源，

结合专业知识给学生提供思政学习材料，合理设置线上课

程内容推送给学生，学生在指定时间完成课前预习。课上

利用智慧教学工具精心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弹幕、投稿、

词云等方式及时与学生开展课上互动交流，重复调动学生

课上积极性，提高课堂吸收率。课后设置有关课程思政的

讨论题目让学生进行反思，总结心得体会，并自愿完成“病

原生物学——课程思政”的调查问卷。 

5  开展“病原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形成性评价 

依托用于本校学生的“病原生物学”形成性评价平台，

结合混合式教学中智慧教学工具线上学习数据统计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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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尤其是把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和动态变化作为课程

思政教学形成性评价的重点考核目标[13-14]。 
我们通过以上研究对基础医学核心课程开展了课程

思政的初步探索，编写了课程思政素材集，建立了适合本

校学生的课程思政方式方法，探索了适合“病原生物学”

专业课程思政评价方法，形成了适合本校学生的课程思政

模式，真正实现“全课程育人”，同时为相关学科的课程

思政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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