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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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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培养新时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高等职业院校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课程思想政治
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阐述了将课程的思想政治内容融入护理专业基础课，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考核评价
体系的教学改革实践。通过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培养科学素养、工匠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责任意
识和服务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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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下，对高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课

程思想政治教育”，它是以专业课程为载体，将思想政治元素

渗透到高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实现专业技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

育在课程教学中的融合 [1]。在医药卫生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帮助教师引导学生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积极向上的

态度，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塑造护生的仁爱品质，实现价值

导向 [2]。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关系到护理人才培养的质量。

因此，本研究通过将课程思想政治内容融入护理专业基础课程，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分析课程思想政治

教学改革的效果，从而为今后构建优质的课程思想政治教学资

源库提供理论依据。

1 护理专业基础课思想政治教学改革实践

1.1 基础课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机结合

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护生人才培养计划，有助于护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有助于护生提高护患沟通技巧，最终建立平等、信任、

和谐、尊重的护患关系。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现代社会对护

理人才的需求，将医德教育纳入医学基础课程，在理论学习和

技能训练课上注重护生职业道德的培养，培养具有现代社会工

匠精神的高职护士。按照人才培养目标，提炼基础课程中蕴含

的辩证思维，梳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心路历程，编写相关教

学思想政治案例，收集相关社会热点等方面，构建课程思想政

治资源库，使学生受到科学思维、人文素质、亲情乡情、敬业

精神、社会责任感等的影响，最终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医务工

作者。

职业素质培养是医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生肩负着拯

救生命、治愈伤者的神圣使命。既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精

湛的护理技能，又要有高尚的医德精神。目前，受疫情影响，

医护人员工作强度高，护患关系依然紧张。加强护生职业道德

修养，提高护患沟通意识，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在病理学实验教学中，学生使用的每一台显微镜都是按

顺序编号的，学生编号和显微镜编号是固定的，因此学生负责

所用显微镜的维护；实验课结束后，要求学生将一般标本和切

片整理后交还给老师。利用病理学相关内容的科学研究和重大

发现启迪创新思想，例如细胞程序性死亡的研究、自噬的发现；

运用与病理相关的科学家事迹引发学生的思考，激发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创新精神，例如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 [3]。通过这些思

政案例，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科学思维和科学

素养。病理学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想政治的整合，强化了病理学

课程的育人功能。

在生物化学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比如邹成禄院士。

在讲授“酶学”一章时，他的生活经历可以被整合。他在英国

剑桥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于同年回国继续

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参与了中国合成胰岛素的

重要工作，发现了细胞色素和呼吸链酶，为中国的酶学和人工

胰岛素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讲授“蛋白质大分子”的内容时，

可以介绍英国生化科学家桑格。他经历了多次失败，最终在同

一测序领域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通过以上几点，集中体现

了两位科学家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执着的科研精神，培养了

学生的家园感和国家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人体解剖学是护理专业的一门必修基础课。在讲授“肝胆”

内容时，可以介绍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先生的先进事迹。

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初衷，走上了 " 以药报国 " 的道路；他克

服困难，带领团队制作了中国第一个结构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

铸型标本，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他在中国乃至世界肝

胆外科领域创造了无数的第一；他始终走在医疗事业的第一线，

毕生践行着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感和毅力。教育学生学习前辈的

仁爱、奉献和勤劳精神，增强职业责任感，树立远大理想信念，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生理学在讲授“消化吸收”内容时，要培养学生的健康教

育意识和能力。对于饮食与健康方面的文献数据，课前上传教

学资源数据库，学生可以自主学习完成任务，如绘制“饮食结

构金字塔”，获取大量信息。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人体更适合

多吃蔬菜、水果和谷物，因为人体胃肠道相对较长，食物停留

时间较长，代谢产物不易排泄。《2030 健康中国计划纲要》提

出，到 2030 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可以提高 3 年。因此，

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应该注意培养护生的健康教育意识，这

样我们不仅可以实现均衡饮食，而且可以推广到其他人。

医学免疫学是一门与临床实践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自然

学科，在讲授概论中，融入中国科学家的事迹。例如在公元

303 年我国就有人提出防治狂犬病的方法，在 16 世纪就有人发

明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医学发展现状，

激发他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以报销祖国。在讲

授获得性免疫缺陷病（艾滋病）时，教育学生不歧视艾滋病患者，

应关心和帮助患者建立自信心，远离社会不良嗜好。在免疫学

防治的教学中，例举 2007 年山西乙脑疫苗事件和 2013 年深圳

乙肝疫苗事件，关乎人民身体健康的疫苗安全问题，培养学生

的诚信意识。在免疫学教学中始终贯穿唯物辩证法的思维，例

如人体免疫功能是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免疫耐受与自身免疫、

免疫损伤与免疫保护等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让学生运用辩

证法的观点认知和把握人体免疫应答的规律，正确理解和掌握

医学免疫学知识，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病理生理学课程重点是研究疾病的发病机制，理论性强、

逻辑性强，大部分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的问题，学习主动性差，

对课程性质及其在医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不了解。结合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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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课程教学目标。例如，实验课教学

中复制动物部分疾病模型，按照动物实验的技能要求、伦理要

求以及动物实验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引导学生形成严谨

的科学态度，产生对生命的敬畏精神。此外，在实验结束时，

学生通过对动物实施安乐死也能感受到他们的不舍，用自己的

方式对实验动物的牺牲精神默哀，体现了学生对实验动物献身

所表达的情感，增强了职业信心 [5]。例如，在讲授“呼吸功能

不全”内容时，联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雄事迹。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国时，八十花甲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

逆行而上，肩负使命，不顾个人安危，与全国白衣战士共同抗

击疫情，为国分忧，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最终取得抗疫前线的

胜利。正因为钟南山院士有长期坚持锻炼的好身体和精湛的医

术，更有尊重自然，关爱生命，医者仁心的价值观和奉献精神，

学生非常值得向前辈学习。作为护理学生，要每天坚持锻炼身

体，调适心态，扎实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做到勇于奉献、临

危不惧、实事求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不负国家。

1.2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的改革原则，把德育和智育有

机地结合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探索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和护

理技能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教案改革：传统教案的设计与撰写注重知识、技能目标，

而忽视德育目标。在护理专业基础课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中，

将原来的教学计划改为“思想政治案例”教学计划，突出了对

学生德育目标的要求，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材改革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除了传统的教材外 , 还编

写了活页式教材，更加强调学习与实践之间的匹配性，引入医

院、家庭、社区、社会中报道的真实病案、伦理、护患纠纷等内容 , 

作为护理专业基础课的思想政治育人素材 , 依赖视频、动画、

测试等直观、互动性强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学生理论学

习的难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学生认真思考分

析，在潜移默化中灌输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爱伤观念 [6]。此外 , 

以临床发生过的护理医疗差错和医患纠纷作为典型案例 , 让护

生汲取教训。通过这样的护理案例思想政治教育 , 正确引导护

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护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精神。

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教师选择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是

基础医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实施的有力保障。以学生为中

心，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德育目标，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例如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

充分利用智慧职教云、雨课堂学习终端，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和情感体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课前，教师将收集整

理好的相关视频和文本资料上传到教学资源库，学生自主学习

讨论，教师答疑解惑，实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拓宽课程思想

政治教育渠道。例如，在讲授病理学中的“空气栓塞”内容时，

我们介绍了真实的临床案例。患者因输液前未能排气而死亡，

这激发了学生们的思考。学生从中吸取教训，养成良好的护士

职业道德，了解护理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到操作

不慎会危及患者生命。

1.3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为了公正、全面地评价课程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效果，我

们构建和完善了包括思想政治品德和人文素质在内的课程思想

政治评价体系，包括形成性评价体系，总结性评价和问卷调查。

形成性评价主要从课前自学、课堂测试和完成任务、课后完成

家庭作业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例如，学生对写作经历的自

我评价、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分组打分、学生外貌、整理材料等

方面的思想政治评价。通过形成性评价，可以观察学生的学习

过程，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健康意识和观念，培

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总结性评价包括样本模型的理论检验

和实际操作检验。通过对学生考试成绩的分析，可以全面判断

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学生学习态度和效果的影响。课程实施后，

教师将设计“课程思想政治教学评估表”，反馈学习效果，包

括遵纪守法、社会公德、身心健康、团队合作、沟通技巧、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热爱护理、创新意识、奉献精神等方面。

分数越高，实施效果越好。

2 基础课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有效性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本次课程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效果良好。

大多数学生认为，思想政治内容与基础课的有机结合，有助于

理解学科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增加知识面；一些

学生认为课程讲解、观看视频和阅读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非常

适合。护理专业基础课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探索和应用了新的教

育教学方式和方法，将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要素充分结合，实

施了有效的德育渗透。

3 结论

思想政治教育在医学基础课教学中的有效实践，提高了全

体教师对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度和业务能力，打破了传统

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地融入护理专业基

础课的实践经验表明，它将显著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自

信心，使学生在进入职业岗位后，以较高的工作热情和高尚的

政治思想素质迎接岗位 [7]。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坚定不移

地坚持以素质教育为主线的改革方针，提高全体教师的专业综

合素质，树立新的教学观念，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不断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与护理专业基础课的有机衔接。在这种发展趋势下，

可以更有效地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良好人文素质、创新精

神、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的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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