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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课程思政在《病原生物学》课程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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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 710025) 
 

摘要：课程思政主要是指同步开展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促成协同效应，以“立德树人”为本的综合教育理念。基于此，本文在新冠肺炎疫

情的大背景下，根据其重要意义，深入挖掘《病原生物学》的相关要素，从多种教学形式举例，将课程思政与《病原生物学》深入融合，进一步培

养有关专业人员的自信心以及责任心，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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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新冠肺炎开始暴发，甚至逐步蔓

延至全球。对于 2020 年开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就需要高校做好

线上教学的详细安排，使学期课程“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病

原生物学》课程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实践性，就需要医学生掌握一

定的理论知识以及具体的专业技能。同时将课程思政纳入教学中，

进一步引领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进而统一立德树人以及教书育

人，使课程思政能够获得初步成效。 

一、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课程思政以立德树人为中心，进一步强化课堂教学的思想教育

和价值观，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三观，将课程思政全面贯彻，从而达

到培养优秀人才的目的，使立德树人成为最终育人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暴发后，普通民众深刻意识到了传染病的

危害。《病原生物学》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课程包含了多种传染

病的微生物，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多种病原微生物的基础知识点，也

有助于医学生明白病原微生物的具体特征，进而让医学生清楚其检

查方法以及防治原则，从而让医学生掌握自我防护的有关方法及操

作手段。在学习有关课程时，大多数学生基本处于医学基础阶段，

基本不清楚临床的专业知识，特别是由病原微生物导致的传染病，

容易使传染病的传播性、具体致病菌、传播途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

误区，就会容易使医学生的学医态度不够坚定，这就需要在《病原

生物学》的基础上，有效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树立医学生的自信心

以及责任心，从而减少医学方面的人才流失。 

二、深挖课程思政的基本要素 

《病原生物学》为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与医学生的专业素养、

人文情怀、敬业精神密切相关。医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也要深挖思政的基本要素，通过典型社会事件、医学人物事迹等案

例，让医学生了解中华文化，进一步培养医学生的良好品德素养。 

（一）深挖《病原生物学》课程中的爱国情怀 

德育教育离不开爱国主义教育，在《病原生物学》的发展历程

中有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比如，在介绍预防天花的相关疫

苗的来历时，虽然天花疫苗是外国人研发的，但天花疫苗原理却是

来自中国的“种人痘”。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种人痘”本身要

早于天花疫苗八百多年。 

再比如，在介绍脊髓灰质炎病毒时，可以选择视频的方式，让

学生们知道“糖丸爷爷顾方舟”的主要事迹，清楚其在消灭脊髓灰

质炎病毒的伟大事迹。另外，在介绍疟原虫这一课时，可以结合屠

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过程进行仔细讲解，也可以在介绍鼠疫

杆菌的课时，结合我国学者伍连德的事迹，告诉学生如何打败了超

级鼠疫，进而清楚“封城”对于防疫的重要性。通过以上实实在在

的名人伟绩，其在医学上的成绩，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

强学生的中华民族自信心，使其树立为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 

（二）深挖《病原生物学》中科学的严谨态度 

医务人员的身体健康是和生命相连的，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马

虎。因为《病原生物学》的研究，是一种可以引起人类疾病，也可

以引起严重的公众安全事故。就像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所

以必须要做到求真务实、科学严谨。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要使学生了解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再根据其特点进行正确消毒灭

菌，也要了解疾病的传播途径、疾病的特点和控制方法，通过科学

的方法、严谨的作风、端正的价值观念，来正确地预防疾病的产生。

学生们会搜集一些关于手术室、隔离病房、N95 口罩等无菌性手术

的病例，这一切都是为了预防交叉感染。而医护人员戴着大人尿不

湿，脸上又有 N95 的印记或压伤，还要克服穿防护服的不舒服，也

能深切体会到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和敬业的精神。 

（三）发掘《病原生物学》中为医学奉献的素材 

在《病原生物学》历史上，有很多医学前辈为了治疗疾病，孜

孜以求，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在讲到沙

眼衣菌时，我们就引述了汤飞凡先生的一生，他曾于 1956 年利用

鸡胚蛋黄囊种球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分离出一株沙眼衣菌，并将其

移植到自己的眼球上，以证实其免疫效果，否定了以往对其进行过

的实验。并有意不进行及时的处理，并将其临床症状进行记录，从

而为今后的沙眼衣菌的临床研究奠定基础，从而荣获世界沙眼病控

制协会的金牌，也是国内首次在世界医学领域内取得第一枚奖牌；

84 岁的钟南山，以及前往湖北的多位医疗人员，都是最美丽的“逆

行者”。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让学生们深受触动，同时也让他们了

解到了医务人员的艰苦和崇高，同时也帮助他们养成了坚韧不拔的

求知欲。 

（四）《病原生物学》中对传染性疾病防治不当的案例 

当前，传染性疾病仍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特别是在

2020 年，全世界有超过五亿多人被传染，超过六百万人丧生，预防

不当及对病人的不公正对待，是导致重大传染病的主要原因，采取

适当的预防措施，可以降低流行病的蔓延，乃至拯救人民的性命。

《病原生物学》的主要内容是了解不同致病因素的生物学特性、传

播途径和防治原则。通过对普通民众的健康教育，加强对艾滋病、

狂犬病、乙肝、结核、流感、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为

全人类的健康和健康作出了重要的努力。通过发掘对传染性疾病防

治不当的案例，让学生们了解到医学常识的重要性，以及宣传健康

医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使其愿意为社区服务，成为一名有责任心的

医学生，增强身为医学生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 

例如，在谈到狂犬病的时候，有个报道说，一名清洁员被一条

狗咬了一口，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以及治疗方法，造成了清洁

员的死亡，让学生意识到了必须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并加强了

非医护人员的宣传意识；在介绍乙肝病毒的课时，可以将某个大学

的博士因为感染了乙型肝炎而自杀的案例进行适当讲解，除了因为

感染了乙肝病毒之外，还因为其他人对病人的偏见，这可以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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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到更多关于乙肝病毒的知识，以及如何防治乙型肝炎。从而

让学生们科学宣传乙肝知识，并纠正其他人对乙肝患者的偏见。 

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兼顾思政课与专业课 

运用案例教学、翻转教学、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

将爱国主义、伦理思考、科学诚信、爱岗敬业、科学严谨等思政内

容融入到教学中。 

（一）将课程思政渗透到翻转课堂 

将课程思政渗入到翻转课堂中，让课堂的主人回归到学生身

上，真正落实以生为本，使学生做课堂的主人，也需要将课堂形式

转变成“课前学习，课堂探究”，使课程思政与翻转课堂进行有机

结合，能够更好地教授“学科”，更好地完成“思政”的教学。 

以消化道感染的病原菌为例，介绍了由一种常见的霍乱弧菌引

起的病例：“什么系统感染？”“什么疾病？”“什么病原体感染的

可能性大？”“该如何采集标本及采集标本的注意事项？”“该如何

进行生物学检查？”“致病物质及致病机制是什么？”“该如何防

治？”等一系列问题。作为课前学习目标，学生们将埃希菌属、志

贺菌属、沙门菌属、弧菌属等微生物的教学录像，并进行 PPT 的制

作，上课时，教师会将其带入课堂，由学生们选择报告者，再进行

汇报，让学生们来判定病例中的病毒。让学生们有一种侦破案件的

错觉，再根据自己的结论和基本的推理，小组成员进行讨论，一一

解答刚才的问题。因为这起事件涉及了一起强传染性和致病性的甲

类传染病，因此，“2011 海地发生了一场霍乱，急需大量医疗工作

者的帮助”，引发了关于医疗工作者的思政问题。当看到海地的“霍

乱”图片时，只有很少的学生，才会主动去了解病原体，从增强自

身防护，再到医务人员的治病救人，让学生不再害怕参加传染病的

护理。在了解了病原菌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免疫性、微生物检

测方法和防治原则后，学生们的投票意愿明显提高。在教学之前，

教师就对相关的病毒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学生的专业基础进行了

充分的研究，让学生能够完全地沉浸在教师的教学之中，从而提高

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将思政与案例进行有机融合 

在病原生物学各章中，将会对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病毒）进

行详细的阐述，并将富有思政要素的案例导入到课堂教学、病原生

物学特性、致病性及防治方法等方面。以艾滋病介绍为例，通过引

入贺建奎基因编辑胎儿的事件，让学生探讨医学伦理、科学诚信、

虚假宣传等问题，并指出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由此引发有关 HIV

的形态、结构、复制增殖和培养特性等问题。这些病例既是科学前

沿，也是医学伦理的一部分，能让人们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根据产

生更多的兴趣。教师可以引入一些医务人员不愿意治疗艾滋病的病

人，让艾滋病患者转院的有关案例，并提出有无意愿接受艾滋病患

者的不记名投票表决，进一步介绍艾滋病的传染方式，让学生知道

感染的危险因子和不会传染的危险因子，改变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

偏见，进而形成一种科学的、严格的职业道德和医风。通过引进 HIV

病人对一夜情造成女性感染的事件，引导出有关预防控制的方法，

让学生们认识到阻断药的重要意义，并让普通民众认识到阻断药的

重要作用，以及如何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引入

华人何大一的鸡尾酒疗法，以及“柏林病人”的概念，让人类了解

到在对抗 HIV 病毒的工作中，人类所做的努力与不足，以及与疾

病做斗争的艰辛。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课程内容的结合 

在习近平的指挥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中国的疫情已经

被控制，已经是全球控制疫情最好的国家。在课堂上，教师经常与

学生们探讨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动态，并对病毒的变异现象、发展

变化进行剖析，了解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国家对民众的关爱。

在导入过程中适当地加入人物扮演，有助于引出知识点、渗透思政。 

例如，在介绍消毒杀菌章节时，要加入一些思考因素，进而提

出医学院校要掌握好消毒杀菌的相关常识，以防止感染。在新冠病

毒暴发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普通民众、医护人员和医学学生）？

通过对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的选择，以及在疫情中采取的恰当的行

动。让普通民众的学生，了解到听从科学家、听从国家号召的重要

性，从而培养爱国主义和尊重科学的意识；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学生，

其将体会到医务工作者在疫情面前的无私奉献，将医务工作者的爱

心播撒下去；身为医学生，将会明白，与疾病抗争之路漫漫，必须

脚踏实地，努力钻研，才能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将思政元素融入到

课堂中，让学生对政府的正确决策心存感激，对医护人员的无私奉

献心存感恩，并意识到学好防病知识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初期预防

的重要举措。因此，培养了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性。 

结束语： 

后疫情时期，疫情的传染性、抗疫工作的艰巨性和危险性会导

致有关专业人才的大量外流，特别是对学习不够坚决的学生。《病

原生物学》是最早掌握传染病的一门基础课，将《病原生物学》作

为一门必修的课程，可以降低学生的转学概率，降低专业人才的流

失。文章从新冠肺炎病毒的角度出发，对《病原生物学》的思政元

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探讨了思政元素和学科的教学方法，课内翻

转、角色扮演、案例教学、课后思政等，将思政渗透到教学的课前、

课中及课后。培养以价值观为导向，以爱国主义精神、科学严谨态

度、爱岗敬业、献身医学、医者仁心等思政为宗旨，其终极目标在

于培养学生对有关专业的信心、决心和责任心，培养坚定而合格的

专业人才，以降低专业人才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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