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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高职生理学实验教学的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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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有效融入专业课程，是各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中重要的环节，“立德树人”是“三全育人”过

程中的根本任务，以基础医学生理学的实验教学为例，深入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利用好实验教学这个主渠道，寻找合

适不突兀的思政切入点，创新实施方法，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思政与专业课程的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本文以思政

融入生理实验教学为例，尝试探索“课程思政”与实验教学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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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医学是极具特色的一门科学，专业性极强，在医学高等

院校里，以往的普遍观念，专业课程的理论课堂中注重专业

知识的讲解，实验课注重操作技能的反复强化，相对留给思

政教育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觉得思政该是由专业的思想政治

老师去完成。而其实“立德树人”是作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

的根本任务，并不是担任思政课程的老师去独立完成的，成

才之前先立德，所以如何做到“课程思政”有效融入专业课

程，并多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是作为新时代老师

们要去思考和解决的教学问题。以生理学课程为例，它属于

医学基础课程，主要讲解的是人体的正常功能和活动规律，

在实验教学过程里主要是引导学生进行探究验证机制原理，

在验证探索过程中，学习人体功能。因此，本文以生理学实

验教学为例，探讨如何将思政与实验有机融合。

2 “课程思政”融入高职生理实验教学的举例

2.1 唯物辨证法与生理实验的融合

唯物辨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

三个基本规律以下三个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

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即一切事物既对立又统一

的矛盾组合，这一规律和生理学里的许多机制原理是相通

的，如心脏的兴奋与抑制、肌肉的收缩与舒张、消化道的分

泌与吸收、激素的合成与分解等。尝试将这一规律和生理学

实验探究的原理机制相融合，发现能起到专业知识和哲学的

相互加深理解作用。例如，在虚拟仿真实验时，我们用电刺

激心迷走神经产生抑制心脏的效果，刺激心交感神经能增加

心脏兴奋功能，两者作用于心脏的结果是矛盾对立的关系，

但又相互有关联和统一，在两者共同调节下，最后让心脏保

持一定的兴奋，既不会因抑制导致心脏停搏，也不会过度兴

奋而产生疾病。

质量互变规律是指从量变到质变，描述的是某个事物处

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由微小的变化（即量变）慢慢累积，达

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事物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即质变）。例

如，在开展生理动物实验时，我们选择牛蛙的骨骼肌进行电

刺激实验，当我们给予肌肉一次电刺激时，看到的结果是产

生单收缩波形，也就是肌肉发生了量变，若我们逐步加快刺

激的频率，当频率增快到达某个临界值时，看到的结果是连

续“锯齿”样波形，此时形成的波形叫强直收缩，肌肉发生

了质变。在引导学生完成这个探究性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可

以利用质量互变规律来解释肌肉从量变到了质变的过程。

否定之否定规律描述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

过程却是迂回曲折的，肯定前面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基础

上再继续发展，以此不断完善事物的过程。例如，我们在上

理实一体化实验讲解生殖功能的时候，可以巧妙的借用这一

哲学规律来进行有意思的融合，通过 flash 动画的展示，精子

和卵子结合后，形成受精卵直至发育成胚盘乃至分娩形成新

的个体，新的个体在性成熟后，在激素作用下产生新的精子

或卵子，再次与卵子或精子结合，形成新的个体，在这个过

程中，推动了整个人类的不断进化，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

2.2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等职业素养与生理实验的融合

从古至今，医疗工作者在社会承担着消除疾病,救死扶伤

的职业责任，也是每个医学生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例如，

在开展血型鉴定实验课之前，先以讲故事的方式追溯生理学

的输血历史，经过几代科学家不懈努力的探索，从狗与狗之

间的输血，发展到人与人之间输血的尝试，1930 年在前人基

础上血型之父 KarlLandsteiner 发现了人类血液原来是分型

（ABO血型）的，这一重大发现让他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血型的确定给人类生命健康的保障带来了质的飞跃，成千上

万失血的患者可以通过鉴定血型后来进行输血治疗，挽救了

大量生命，用科学的力量实现救死扶伤。

怀揣仁爱之心，敬畏一切生命，是医学生职业生涯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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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医疗工作者需要具备较强的同理心，学会尊重患者、

理解患者、爱惜患者，对生命需要永远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生理学里的部分实验是在动物身上完成的，例如家兔、牛蛙、

小白鼠等，它们的牺牲是为了培养将来的人类健康卫士，因

此在动物实验开设之时，要教育学生学会爱惜、尊重动物。

例如，在给家兔进行麻醉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家兔的麻醉效

果，防止麻醉过快或是过度导致家兔死亡，造成不必要的牺

牲，但也不能麻醉过少，否则在后续手术操作时会加重家兔

的痛苦，生命没有贵贱，对生命保持敬畏感。以此联系临床，

当面对患者时，要心存仁爱，尊重他们的生命，用娴熟的专

业技能服务好他们，爱惜他们的身体，帮助他们解决疾病带

去的痛苦，“治疗”、“用心”双管齐下。

2.3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与生理实验课的融合

当代学生生活在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和与国际全方面接

轨的新时代，难免国内外一些消极事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到

青年学生耳中，导致部分学生的价值取向与责任感出现了认

知偏差，他们认为一技之长只是为了挣钱，以后能更好的享

受物质生活的手段，愿意用自己的技能服务社会的使命感不

够强。因此，我们在锤炼他们一“技”之长时，要加强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培养。例如，在血压测量的实验课上，适

当分享部分往届学生在“三下乡”期间、社区服务、养老院

送温暖等活动中测血压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直观了解运用

所学之长，哪怕只是学会了一个小技能，也能帮助到有需要

的人。并无形中在解决国家目前老年化日益严重，医疗服务

工作者相对短缺的社会问题上做出自己一份力所能及的贡

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将来和希望，一定是落在青年学

生身上的。

2.4 严谨的工作作风，探索科学的态度与生理实验的融合

医疗工作者需要具备严谨的工作作风，精湛的业务水

平，才能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和康复，最大可能杜绝

因工作不严谨而导致的医疗事故。例如，在分小组进行红细

胞渗透脆性实验时，每个班总有部分小组的结果是不准确

的。在引导学生分析结果失败原因时，总结发现大部分原因

是蒸馏水和 0.9%Nacl 的取液量不标准，看错刻度、俯视或是

仰视刻度、取液平视所取刻度的最高点等，如此一来，取液

的不精确，导致配备的低渗盐溶液浓度不准确，结果失败。

在总结时，借此切入教育学生，实验过程中，一个看似微小

的错误操作影响了最后结果，如果是在临床上，你一时的疏

忽或失误，可能给患者带去的就是无可挽回的伤害。

探究是推进医疗进步的重要助力，从神农辨药尝百草到

华佗醉肠洗涤，缝腹摩膏，至如今的中西医结合，人类在维

护健康的道路上也是通过不断摸索探究，才有了社会的进

步。因此，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营造崇尚真理的学习氛围

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生理实验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通过大

量验证实验证明机体功能和活动规律。以动物实验牛蛙验证

早搏形成原理为例，首先让学生分组合作，按步骤进行蛙心

处理，连接信号采集系统后，安排学生分别在收缩期、舒张

早期、舒张晚期给予心脏额外电刺激后截图波形，然后分组

讨论什么时段的刺激会让波形变化了？为什么只有在这个

时期给予额外刺激时出现了“M”样波形？引导学生结合所

学的心肌细胞的有效不应期、性对不应期、超常期的钠离子

通道特点，自主探究出早搏形成的原因。通过这种探究型的

实验课的设置，锻炼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亦能培养科学的

思维模式，学会探究寻找专业答案。

3 小结

课程思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

索实践。思政元素自然而然的融入课程之中对于专业课程就

是锦上添花，这对高职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生理老师在教

学内容和方法上要花更多的功夫去打磨自己，树立融合思政

的理念，不断提升和优化自己的专业知识及人文修养，才会

具备隐性思政的底蕴，挖掘专业课的思政元素，灵活地运用

思政元素，不生搬硬套，强行思政结合，让思政教育与专业

教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同步，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的有机融合，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促进学生的

品质和技术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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