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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体解剖学课程的探索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融入符合高校育人理念，为了全面发挥课程思政教育作用，挖掘人体解刨学特点，找寻医学

人文教育与医德内涵等元素，加强人体解刨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便于提升学生专业水平，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高素

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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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课程体系与医学精神、医德教育相融，促使其成
为培养医学生素养的主要载体。《人体解剖学》作为医学生先
接触的一门课程，肩负传承培养医学人才与医学知识的主要任
务。身为医学教育人员，遵照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规律，
研究人体解刨学思政元素，深入研究思政教育融入人体解刨学
路径。

一、思政教育在人体解刨学教学中实施的意义

1.符合人才培养目标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合理应用课堂教学渠道，确保

各类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行，便于建立起协同效用。高
等医学院校将培养高素质、为人民医药事业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全面提炼医学专业课程当中思政元素，发挥专业课渠道作用，
力争在专业知识学习期间将理想信念融入其中，便于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实效性，便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2.人体解刨学课程特点
对比后其他专业课程，人体解刨学课程特点包含下面几点：

一，学科基础性。不同专业学生进入学校后的第一门专业课即
人体解刨学，身为医学基础课，人体解刨学专业范围较广，学
习人数较多。二，融合人文教育。因人体解刨课程特殊性，解
刨教学期间，包含较多人文素质教育资源。例如，尊重生命、
以人为本、专业启蒙、团队合作等人文元素。

二、人体解刨学融合思政教育的具体设计

高等院校课程大部分都具备育人功能，很多教师都肩负育
人职责。将人体解刨学课程当中的医学文化提炼出来，便于有
效融合解刨学与思政元素内容，从而不断提升医学专业学生专
业与思政素质。

1.引发生命意义思考
第一节解刨课中遗体标本让学生印象深刻，借助课程讲解

可以让学生感知遗体捐献人员器官，从而让很多器官功能遗失
的患者恢复健康。捐献遗体用在医学教学方面，可以为人类健
康与医疗事业发展带来较大帮助。借助遗体捐献形式，能充分
凸显生命大爱。遗体捐献人员故事可以帮助学生感知奉献精神，
激发学生内心的爱，最终帮助学生建立正确三观。生命并非属
于个人，还属于社会、朋友及亲人，便于引导学生思考生命期间，
为社会贡献力量。

2.加大专业思想教育
教师专业知识讲解的好，可以帮助学生感受人体不同器官、

结构、组织等天然美，便于让学生感知人体世界的新奇。好奇
心是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动机，合理的教学手段可以激发学生对

自身专业热爱，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学习动机，从而不断提升学
生从事医疗事业的荣誉和使命感。

3.参考传统医德教育
“医学仁术、生命至上”等医德名言，可以充分体现人们

尊重生命，医患和谐的道德规范。医德教育期间，联合思想政
治教育，将单纯医德教育变为社会道德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建
立职业道德观，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4.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
尸体解剖作为提升学生动手能力，习得专业技能的主要渠

道。很多学生害怕尸体，也反感尸体当中的药水味，与此同时，
还难以忍受辛苦劳动的过程。解刨教师教学期间，经常需要亲
身清洗尸体，陪伴学生参与实践操作，帮助学生解答难题，积
极参与言传身教，这种精神可以在无形中感染学生。从而让学
生认识到身为一名医护人员

5.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团队力量可以克服学习当中的困难，借枪团队协作是所有

工作开展的前提。尸体解剖需要多个学生同时完成，各组学生
间应确保分工合作，加强沟通交流，如此方能确保学习任务按
时完成。在未来随着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成员间的协作沟通
显得十分必要，因此教育教学期间应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三、人体解刨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措施

1.建立专业教师团队
人体解刨学面对初入学堂的学生，教师有职责将学生培养

为与医药卫生事业需求相符的，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医学知识，还应具备高尚
人格魅力。因此，实际教学期间，教师应一碗水端平，公平对
待所有学生。教研室设置期间应及时采取不同措施，提升教师
专业素养与知识：1）让教师继续读博深造，或者到国外院校进
修；2）开展周例会，让教师轮流汇报学习成果，例如自身研究
成果与阅读文献；3）邀请行业专家到校内开展讲座，帮助教师
掌握当前科研进展；4）定期参与学会会议，提高教师见识。便
于提升教师整体品格。

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落实者，发挥教师教学能动性，用师
德引领学生成长，可以帮助学生不断提升思政素质。解刨教师
思想活跃，努力敬业，即便具备较强实能力与专业技能，但若
思想政治教育水平较低，认识不到位，势必会对学生未来长久
发展带来影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应采用“杏林青马工程”
大力培养、参观学习不同教育形式，不断提升解刨教师整体修
养，提高课程与时意识，确立坚定信仰。教师借助 PBL 教学方
法，利用问题启发、引导等形式，即可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课堂
教学当中，便于合理有效的发挥课堂树人功能，从而逐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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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政治觉悟。
教师专业知识丰富可以让学生学到更多理论知识，教师高

尚道德可以浇灌学生心灵。提升教师综合素质，让其发挥引领
学生作用，指导如何做人做事，这种教育可以在无形中对学生
产生深远影响。课程思政身为教师的主要职责，将其与专业课
程教学相融，不仅可以丰富思政教育内容，还能创新思政教育
法，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与广泛性。思政教育与医学专业课程
相融过程，可以为思政教育开辟新的路径，融合人体解刨学与
课程思政目标，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热情，还能不断提升教学成效，
确保实际教学质量，便于为社会培养更多高质量复合型人才。

2.引领学生思考生命含义
医学界当中对捐赠遗体人员成为“大体老师”。遗体捐赠

作为获得尸体标本的主要来源，可以确保人体解刨实验教学顺
利开展。借助这些标本，可以让学生清楚不同器官构造，认识
所有神经与血管。死后，遗体捐赠站将自身遗体奉献给医疗教
育事业，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人尊重。教研室借助系列活动让
学生了解尊重“大体老师”，可以让学生学会感恩，不断探寻
生命含义。1）追思活动期间：人体解刨学实验课期间，学生应
保持衣着得体。一，用 1 分钟时间向遗体默哀；接着，让学生
宣读解刨誓词。这一活动可以让学生明白怎样尊重“大体老师”。
2）定期组织学生参与捐赠活动，同时在纪念碑中雕刻捐赠人员
名字。当学生看到这些名字时，会上前献上一束花，向捐赠者
表示尊重；在纪念碑前认真开展巡视活动，可以让学生充分感
受伟大的献身精神。借助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感知捐赠者为学
生留下的精神财富，便于为学生未来寻找生命意义提供动力。3）
定期组织学生参与红十字会博爱活动。让学生了解遗体捐赠流程，
清楚遗体来源，如此方能让学生学会珍惜学习资源。参与红十
字会博爱活动期间，学生需要认真观看捐赠流程，充分感受这
一过程庄重分为，亲身感受家属的悲痛及捐献者的伟大，深入
分析生命的意义。

3.积极开展文化资源讲解
生命文化教育在医学院文化育人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生命

文化，即和生命相关的文化，该文化既可以为物质的，也可以
为精神方面的。

现阶段，第一堂解刨学课程教学期间需要带领学生观览生
命科学馆。一，教师带领学生对遗体捐献者进行缅怀，赞扬捐
赠者献身医学教育事业的精神，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让领导人
员带领学生迈入医学殿堂学习。接着，参观不同生命展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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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学生关于生命的思考，感知器官的神奇、独特与脆弱等。
精神层面生命文化，人体解刨学以课程教学为载体，积极

开展思政教育育人。当前大学生多利用网络学习娱乐，教师应
借助某网络平台讲述生命文化等不同活动，便于建立起让热爱
生命核心理念，积极传播生命文化。比如，清明节到来前，和“无
语良师”进行对话；或者，在雷锋纪念日期间，学习雷锋精神
内涵等。上述内容都可以引发学生探索生命价值。

4.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培养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十分重要，而非将获取专业知识

放在首位。人体解刨学课程内容抽象、多，记忆与理解难度较大，
特别是名词数量，每堂课中学生都会接触很多新词汇。这一过程，
需要学生掌握和解刨结构、功能、位置间的关系。教师讲课期
间多关注人体解刨学知识、理论、技能，忽视人体解刨学中德
育与教育背后的文化底蕴及精神价值。

人体解刨学教学应充分体现发现解刨学过程，揭露人类自
身知识探索过程，努力寻找人体解刨中难忘痕迹，回顾解刨学
家探索过程，尤其是解刨学家突破思想禁锢与创新过程。上述
方面都可以帮助学生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激发学生学习激情。
在人体解刨学中融入这些内容， 可以充分发挥学科育人功能。

比如：解刨学绪论当中，教师在介绍“解刨”一词期间，
应从《黄帝内经》中开始；国内首位解刨学家为扁鹊，首部《解
刨学》著作是《医林改错》；首部西方解刨学为《全体新论》；
首部最大影响的解刨学著作为《格氏解剖学》，帮助学生了解
解刨学历史，掌握解刨学文化底蕴与内涵。心血管系统学习教学，
在介绍大量科学家心血管研究中，神经系统教学期间，认真向
学生讲述尼氏体出现过程，详细介绍泰勒、高尔基等不同科学
家的创新。利用这些潜移默化影响，帮助学生掌握解刨学知识
探索的艰苦过程，值得学生不断探究与学习。

四、结语

综上，将思政元素与人体解刨学教学相融，让学生努力感
受生命价值，寻找生命含义，有助于提升学生对生命的认识，
便于培养学生敢于创新的精神。再者，上述活动开展期间，不
断提升个人能力，确保其成为与医药卫生事业与经济发展需求
相互适应，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便于其更好的从事临床医学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