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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在病理学教学实施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意义。探索把爱国爱民、民族团结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病理学教学的改革实践，从而使病理学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以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

【关键词】：课程思政；病理学；教学

引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

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教师就是

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1]”，“教师工作是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2]。这意味着，教师不仅

要教书，同时也要承担起育人的重要职能。在 2016年的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三全育人[3]，要求“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4]。

课程思政是指各学科各专业课程中都含有一定量的德

育元素，将其无缝对接地穿插进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使得在

完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同时，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塑造和

引领，以实现专业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统

一、交相辉映[5]。这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完善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

一、医学院校病理学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意义

大学生正处于特殊的阶段，在生活上，从家庭生活向集

体生活转变；在学习上，从被动填鸭学习向自主学习模式转

变；在身份上，从学生向社会人转变。在短时间内各方面的

剧烈变化，容易导致大学生出现心理、思想或行为问题[6]。

但同时，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特殊时段，他们思想活跃、

新颖，是接受新思想新理念的主力军，对其进行全面的思政

教育事倍功半、意义重大[7]。因此，在高校思想教育领域中

夺取、夯实阵地，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引领学生[8]，抵制

驳斥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是为社会主义培养接班人的必要

措施。

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在我国发展中重要地位日益突显，国

家及人民对医疗卫生方面的要求和期盼与日俱增。此外，医

学模式逐渐转化为包含了更多的人文需求的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因此，对于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求他们有优秀的

专业知识素养，还需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人文情怀、职业

操守等。只有德才兼备的医学生才能在职业生涯中承担起健

康宣教，疾病预防，救死扶伤等重任[9]。由于医学课程专业

性强，教师往往更关注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传授，缺乏德

育意识和德育能力，导致专业课和思政课表现出两条“平行

线”。由于医学专业科目多，知识量大，大多数医学生面对

沉重的学习压力时，更关注自己的专业学习，不重视思政课

程，从而忽视人文素质等思想方面的提高和进步。所以在医

学专业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以构建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格局，

以加强医学生医德等素质方面的培养势在必行。

医学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一门人文科学。病

理学作为医学中的主干必修核心课程，讲述的是疾病的本质

及发生发展规律，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一门桥梁课

[10]，对临床知识的学习和实践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

病理学也是一门包含丰富思政元素的课程，能够满足知识传

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从而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是开展课程思政的良好切入点。

二、课程思政融入病理学教学的改革探索

（一）课前准备部分

1.转变病理学任课教师教学理念，提高思政素养

组织思政课教师总结《马哲》《毛概》《纲要》以及《思

修》4门思政课程的知识要点，并以此给病理学任课教师开

展思政内容专题培训，帮助其掌握“显性”思政课程的知识

要点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要求。其次，组

织病理学任课教师定期参加思政教育讲座、时事政治学习会

议等，加强其思政教育内涵建设，树立“育人”理念和担当，

并提高思政知识水平和知识储备，使其做到“打铁还需自身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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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病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完善教学资料的准

备

组织病理学任课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以教师为主体，以

医学生为实施对象，充分考虑医学生的群体特征和我校办学

理念及人才培养目标，修订病理学教学大纲。坚定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理念，在大纲中添加思政目标：①培养学生爱国

爱党，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三观。②培养学生爱岗敬

业，具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医精诚、大

爱无疆”的职业道德修养。③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遵纪守法，勤学进取，求真务实。④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

质、团队协作精神、人文关怀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成为社

会主义医学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组织任课教师根据新修教学大纲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每一个教学设计都要保证在完成专业教学目标的基础上

融入思政元素，需避免思政内容过多喧宾夺主，影响专业知

识的学习，还需避免生搬硬套导致内容衔接不良，以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组织思政专业教师对所设计的课程思政进

行内容审核，以确保其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最后通过集体

备课改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实现对教学课堂中“课程思

政”内容的统一规划、统一开展。

（二）课堂实施中

在病理学课堂教学中，把思政内容融进专业内容作为纲

领，融进专业课堂作为核心环节，走进师生头脑作为最终目

的，打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课

程内容，构建又红又专的医学教育培养体系和专业扎实过

硬，职业道德高尚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最终使师生双方都成

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促进者和捍卫者。

1.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炎症章节中，可根据炎症的本质是一种机体防御性反

应，将机体保卫战类比成国家保卫战，将体内的白细胞比喻

成人民解放军，将各种致炎因子比喻成八国联军。如果机体

不能发生炎症反应，就像我国弱小之时，八国联军侵华，敌

人可以随意入侵和破坏，以加深学生对炎症概念及意义的理

解和记忆。从而引导学生思考，当我国富足强大时，国外敌

对势力不敢对我国轻启战争，再对比中东地区，由于长年战

乱，家园变成废墟，人民流离失所。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的

国家，更应感恩和珍惜现有的生活，热爱祖国，为建设富强

的祖国而努力奋斗学习。

2.推进民族团结教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讲解肉芽组织时，可根据肉芽组织是由多种细胞和成

分构成，多种成分相互协同，一起完成组织的修复和抗感染

等功能的特点。引入我国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就像肉芽组

织中的各个成分一样，虽然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齐心协力、

共同奋斗，促进祖国繁荣发展。肉芽组织中每一个成分都必

不可少，各民族也同样是相互离不开。从而铸牢学生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学生之间民族交流和团结合作。

3.推进职业道德教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讲解病毒性肺炎时引入时事新冠肺炎，无数医护前辈

们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请愿，在这场看不见的硝烟的战场

上，逆风而行，用勇毅解救危急；向死而生，用牺牲换取新

生。因为他们的勇敢担当、前赴后继，我国才能迅速控制疫

情，并为全球抗疫提供了一个教科书般的示范案例。从而引

导学生向前辈学习，不忘学医的初心，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砥砺前行，并在国家需要的时刻能挺身而出，甘于奉献。

4.推进科学精神培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溃疡病章节中，引入幽门螺旋杆菌被发现的事迹，巴

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经历无数次失败，近乎是一意孤行地

进行研究，甚至被当时的医学界评价为哗众取宠，他们顶住

当时的主流观点和压力，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最

终证实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与溃疡病的关系，为溃疡病的

治疗提供了指导依据。以此案例向学生传递不畏艰难、严谨

治学、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信念。

5.推进传统文化陶冶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绪论章节中，病理因尸体剖检可以查明死因，固有“盖

棺定论”之说，是司法鉴定时的常用方法。因病理和法医的

关系源远流长，在此引入我国古代著名法医著作《洗冤录

集》，在拓展知识的同时，可以引导学生探索和继承我国传

统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瑰宝。

6.推进遵纪守法教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讲解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时，引入临床高发案例，即医

务工作者在工作中没有注意保护女性病人隐私而引起的医

患矛盾。提高和加强学生对卫生法律相关知识的认知，在诊

疗工作也需要按正确的规章制度进行诊疗活动，如保护患者

的隐私权，维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等，以培养学生法制观念

和对患者同理心，依法依规正确处理医患关系。

7.推进马哲原理教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讲解病理学的内容和任务时，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唯

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引入病理学的学习中，不仅让学生进一

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也加深了学生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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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学习任务的理解。学习病理学总论要求学生透过现象看

本质，抓住不同疾病的共性去学习，而学习病理学各论要求

学生在学习每一个疾病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学习

总论，再学习各论，则是应用了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个

别的原理。

8.推进敬畏生命教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绪论章节中，可引入新闻时事：“送别火神山 28位

大体老师”。患者自愿捐献遗体，为新冠肺炎的防治做出最

后的贡献。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使得新冠肺炎的研究速度

进一步加快，不断地推进防治措施，同时也培养了更多的医

学人才。引导学生尊重这些默默奉献的大体老师和他们的家

属，引导学生背负起这些无语良师的遗志，谨记医学生誓言，

努力学习，尽快给我国的医学事业添砖加瓦。

9.推进社会责任教育与病理学相结合

在讲解心血管系统疾病时，由于高血压、冠心病属于生

活中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很多学生的家人、长辈都是高危

人群或患者。通过传输“上医治未病”的理念，引导学生争

做“上医”，化身为健康宣教达人，让学生学以致用，用自

己所学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防治知识，向周围人群覆盖进行

科普宣教。通过服务社会，不仅能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

应用，同时也能提高学生对学医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心。

三、结语

在病理学课堂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优点有：1.可

以促进病理学专业教师提高德育意识和能力，从而有利于达

到“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格局；2.可以显现病理学课程的隐

性育人功能，从而补充思政教育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把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贯通到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有效

切入点。3.可以促进医学生成长成才，可以加强其民族团结

进步意识、遵纪守法意识、爱国爱党情怀等，从而提高其思

政方面的培养效果，切实为我国培养一批政治方向正确、道

德素质高、职业素养高的医学生。4.可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有利于我校坚守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进而有

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11]。

在今后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多种评价模

式，验证病理学课程思政的效果，追踪课程思政对于师生双

方的影响。比如：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建设评价，包括教

师对课程思政的思想态度、教学准备及课堂执行效果；通过

学生填写问卷调查，对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及教学内

容满意度进行评教；通过情景案例对学生进行情感与价值评

定与考核，通过组织学生课程思政手抄报大赛、思维导图大

赛评价学生获益情况，并进行长期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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