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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人体解剖生理学的实践探索
祖胡月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9）

【摘　要】人体解剖生理学是研究构成人体的器官、系统等基本结构和各系统生理功能的专业基础课，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融入传统中医药文化，树立学生的专业信心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大医精诚”、
“仁心仁术”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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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生理学是中药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设计以形态

为基础的解剖学和以功能为基础的生理学两部分内容。中医药

不仅蕴含了我国治病救人的传统医药学思想，还是中华民族

五千年传统文化精华的体现，其指导思想和实践方法都蕴含深

刻的哲学智慧。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可以帮助中

国人民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强调以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将思想政治

教育全方位地渗透、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各环节，充分挖掘蕴含

于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专业知识和德育的有机融合，

努力构建全课程育人的大格局，助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 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思政的建设优势

国务院办公厅对明确提出“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传承和弘扬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不

但可以为振兴中医中药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而且可以帮助人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牢固树立文化自

信。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坚定专业信心 [1]。中药学专业大一新

生刚进入大学，接触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人体解剖生理学，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掌握人体不同的组织、器官和系统的基

本组成、结构、形态和位置，掌握人体各个系统在机体承担的

生理功能，如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

等生理功能产生的原理、发生的条件、作用机制及内外环境变

化对各个系统的影响。

2 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思政的建设研究

2.1 分析中药学专业不同层面课程思政现状

中药学专业属于医学类专业范畴，同时又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瑰宝，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和医生职业素养，更

应积极开展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改革，提升课程思政教育实效。

现阶段，课程思政与中药学专业教学上存在明显的各自为政的

现象。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关系尚未得到全面认识；教师育

德能力和意识尚有提升空间；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尚未充分挖

掘。总的来说，就是“全课程、全员育人理念”未能真正树立，

课程思政全程融入高校课程教学环节未能真正树立，第一课堂

实现“课课有思政”的机制未能真正树立。

2.2 结合传统中医药文化挖掘思政元素

通过大量的阅读典籍、文献和访谈，充分挖掘中药专业基

础课和核心课蕴含的思政元素，把中药传统文化融入到课程思

政当中，再将专业人才培养的思政元素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去。

将学科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促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德育

紧密结合，真正体现立德树人的目标。通过挖掘传统文化中的

典型事例、人物，引导学生体会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坚定专

业信心，树立职业道德。

2.3 融入传统文化的课程思政实践模式探索

教学过程中设置专业教学和德育教育双重目标，充分挖掘

课程思政资源，融入中医药文化和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确立

全方位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新模式，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组建基于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以专业或专业群

为依托，梳理挖掘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凝练

中医学专业思政教育核心内容，并纳入专业培养方案。编制“课

程思政”教学大纲，根据中药学“专业思政”核心内容，梳理

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凝练特色鲜明的思政育

人目标和内容，作为课程教学大纲和课堂教学设计的重要内容。

编写总结教学设计和教学案例，课程组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积极探索“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以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等为载体，采用案例

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即以典型教学案例为中心，开展以学

生讨论为主、教师引导和启发为辅的教学互动过程。通过案例

学习和实践活动，在潜移默化间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专业教学中，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体验、感受、领悟、升华，实现隐形教育

与显性教育的有机融合，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3 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思政的建设实施

3.1 结和绪论讲好敬业和奉献精神

结合绪论部分，就孙思邈、李时珍、屠呦呦等中药学不同

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的特点重点介绍，引导学生学习药学家们

以中药事业为己任、不断进取的奉献精神，感受中医药文化的

博大精深。例如，介绍外科鼻祖华佗从发现酒具有麻醉作用，

到发现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最后发明麻沸散的过程，诠释

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介绍我国对人体解剖学领域的贡献，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

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说明远在两

千多年前我国医学家就进行了尸体解剖的工作记录，如王清任

所著《医林改错》。近现代我国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解剖学家，

如臧玉泉、钟世镇，他们为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和民族医疗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3.2 结和运动系统讲好责任与担当精神

在讲解运动系统部分骨和骨连结时，躯干部连结中讲解脊

椎由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和尾椎组成，脊椎帮助人体保持

直立，完成运动和缓冲等，构成支撑人体的“脊梁”，由此引

导学生认识“民族的脊梁”。当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暴发时，中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选择逆

向前行，以终南山、张伯礼、李兰娟院士为代表的的衣蛾工作

者毫不犹豫地奔向抗疫一线，“最美逆行者”是中国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最坚实的脊梁。通过学习运动系统，引导学生敬畏

生命和自然、尊重科学、脚踏实地，将来培养更多学生成为祖

国未来发展的民族脊梁 [2]。

3.3 结和泌尿系统讲好严谨与守正的职业精神

通过案例龙胆泻肝丸引起肾损伤事件的国际影响、中毒原

因，让学生在掌握泌尿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意识到中药

基源坚定的重要性，树立守正溯源的用药态度，培养医务工作

者的严谨性和职业责任感，引导学生思考制约中药国际化的瓶

颈是什么，中医药人该如何让中药走向世界。

结合中药学传统文化，讲好中华民族文明的故事；结合中

药学的发展史，讲好中药学家的故事，结合教学内容，讲好人

体解剖生理学的拓展故事，结合医学人文，讲好有温度的风险

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

和职业道德是课程思政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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