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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模式在组胚学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史敏  毕芳芳  张露  李倩 

（西安培华学院医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加强本科教育，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组胚学作为医学各专业必修专业基础主干课程，其综合

性和实践性较强，是医学检验专业岗位能力尤其是血细胞形态识别能力培养的重要学科。组胚学教学引入 PDCA 循环质量管理模式，围绕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在教学中引入 PDCA 循环模式，以临床案例为载体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依托云班课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改革，凸显“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立德树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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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与课程教育相融合的一种新型教学方

式，使专业授课教师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以达到端正

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目的[1]。医学生将来从事救死扶伤工作，医学

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学生思想素质、人文素养培养，使其步入工作岗

位 提 升 个 人 职 业 素 养 ， 从 而 提 升 医 疗 质 量 [2] 。“ PDCA ”

（Plan-Do-Check-Adapt）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最早提

出，是一种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管理循环，该循环让任何一项

活动持续推进和改善的工作程序。当前，PDCA 循环模式在医学教

学中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及满意度[3]。 

1 组胚学课程的特征 

组织学与胚胎学（组胚学）是应用显微镜研究正常人体组织细

胞的形态结构、功能及胚胎发生发育变化规律的科学。组胚学属微

观形态学范畴，教学内容繁琐、抽象、深奥且枯燥，被医学生认为

是所学课程中最难理解和最难学习的课程之一[4]。组胚学是医学学

科各专业开设的基础骨干课程，同时又是我校精品课程，学校重视

度很高。更重要的，它是是医学生的专业基础“第一课”，其教学

内容涉及许多医学人文知识和伦理问题，若在医学生入校接触的第

一门专业课教学中开展思政教育，塑造他们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人文

情怀，同时将当下弘扬的伟大的抗疫精神与课程内容融合起来，在

专业筑基阶段就以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为目

标，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繁荣祖国医疗卫生事业。

基于此，组胚学课程教学团队在教学中引入 PDCA 循环模式，以临

床案例为载体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依托云班课从课程内容、教学方

法进行教学改革，凸显“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和立德树人思想。 

2 课程改革思路及措施 

2.1 P（plan）阶段，分析思政现状和课程特点，制定课程思政

目标 

长期以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孤岛”困境，思政教

育与专业教学往往“两张皮”，不能融会贯通。基于此，我们将用

医学院校的专业特长对参与课程思政的基础医学专业教师开展思

政知识培训和交流，以提高他们教书育人的能力：（1）成立研究小

组。他们通过查阅文献，访谈高校课程思政领域专家、授课教师、

教学督导专家与学生，获取组胚学课程思政开展情况的研究进展；

（2）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组织课程团队教师深

入学习课程思政内涵和外延，根据课程性质整合思政元素，把责任

和担当的价值观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3）确定课程思政

目标：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课程思政要求，确定组胚学

课程思政教育目标。以“课程思政”教育目标为指导，项目研究组

修订教学大纲和教案，为《组胚学》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指明总

体方向。例如，将“综合素养”加入大纲的总体要求中，充分体现

了在爱国情怀、科学素养、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养要求。

教案作为微观层次的教学设计，设计教案时，要优化、明确教学目

标，所设计得教案既能引起学生学习本章的兴趣，又能将职业素养

及社会责任感根植于学生内心，形成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课

程思政”教育目标。 

2.2 D（Do）阶段，开发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实施课程思政

教学 

章节内容 《组胚学》课程思政元素融入 
职业内涵具体体

现 

绪论 

在绪论部分讲授组织学发展历史时，介

绍我国早期组织学的开拓者汤尔和、马

文昭两位老先生。通过对两位大师的对

比讲解，不仅让学生了解到两位老先生

在祖国基础医学教育方面做出的巨大贡

献，同时还会认识到治学不能只重知识

才能而轻道德品质，不能只重个人利益

而轻国家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才是最大

多数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抗疫

精神就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素材：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华儿女举国同心、

全民抗疫，又一次把深厚的爱国主义情

怀挥洒得淋漓尽致。 

生命至上、举国

同心、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

与共。 

血液 

在讲授“血液”这一章节的血型与输血

时，要讲解无偿献血的意义，号召大家

为了社会、为了他人无偿献血，让学生

认识到：无偿献血不仅是一种奉献，更

是一种责任。血液中的巨噬细胞远征杀

敌，中性粒细胞舍己清道，淋巴细胞集

中围剿；免疫细胞冲锋在前，精准定位，

并消灭有害病原微生物，维持机体内环

境稳态。红细胞循环奔走直至衰亡，搬

运养分调节人体各项生命活动。通过细

胞的利他主义延伸至医学生责任意识的

培养 

，通过献血、社区健康宣教、义诊等多

元化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医学生社会责任

感。只有具备奉献精神，才能更好的悬

壶济世、救死扶伤，为祖国的卫生事业

发展做出贡献。 

传承“重实践、

尚医德、精医术”

的医学教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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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系

统 

穿插加入发现血液循环理论的英国医生

哈维在求知的道路上实事求是、坚持真

理，勇于向权威挑战。在求医道路上的

艰辛求索之路，教育学生学习他们探索

医学真理和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辛的勇

于探索精神。这与我国优秀医学文化传

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职业精神

一致。 

“博极医源，精

勤不倦”，实现医

德与医术教育的

双赢 

呼吸系统 

基于 CBL法在讲授呼吸系统结构与功能

时，典型的案例：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

士、李兰娟院士为抗击疫情殚精竭虑，

众多医务工作者在病毒面前不顾生死奋

战在救死扶伤一线，他们秉持生命至上、

尊重科学的原则救治患者，他们在火线

上冲锋，与“疫”魔战斗，用实际行动

守护生命，用医者仁心的大爱担当诠释

了“最美逆行者”的深刻含义。号召未

来的医务工作者承担起保卫国家医疗事

业安全的崇高精神境界，这与我国传统

医学优秀文化中“上医医国的家国意识、

致中尚和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树立民 

族 自豪感和传承文明的崇高使命感。 

强化专业技能，

把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自觉

融入祖国医疗卫

生事业。 

胚胎学 

采用 PBL 教学，让学生认识到胚胎发育

过程中，人由一个需在显微镜下才能看

到的受精卵，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分裂、

分化与发育形成胎儿及其附属的胎膜等

结构，发育过程中渗透运动和静止的辩

证关系。由于遗传或环境因素的影响，

容易导致胚胎发育异常，造成先天畸形，

所以每一个健康的生命都来之不易，医

学生要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体谅父母。

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善待生

命、敬畏生命，作为行医者应履行承担

拯救生命、救死扶伤的大任。开展“献

身医学，执着追求，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宣誓，这是每一位医学生在成为一

名正式医生前都要举起右手，庄严喊出

的誓言。 

将 “献身医学，

执着追求，健康

所系、性命相托”

医学誓言厚植于

心。 

表 1：《组胚学》课程思政教学元素融入设计 

2.3 C（check）阶段，制定科学的课程思政考核与评价方案 

为提高教学质量、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同时为课程建设提供依据和指导，将教学检查和评价贯穿整个教学

过程中并持续改进。坚持过程性过程和知识考核评价相结合，通过

教学检查获取教与学两方面的效果反馈，通过同行教师听课评价、

学校领导及督导组专家听课评价、学生访谈和问卷调查保证授课质

量。考核方案围绕学生在知识、能力、思政方面需达到的目标进行

的课程考核，分为过程性考核 40%+知识考核（60%）。过程性考核

包括能力考核和思政考核。过程性考核=能力考核（50%）+思政考

核（50%）；能力考核=课后作业（30%）+实验项目（40%）+综合

项目（30%）；思政考核=考勤（20%）+课堂纪律（20%）+课堂互

动（30%）+主动承担社会责任（30%）。知识考核以期末考试笔试

方式进行，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总共 100 分。 

2.4A（Action）阶段，总结成果经验，实时反馈改进 

根据检查评价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和反思，并随时调整路径方

案。教学反思是对教学设计的整体评估，是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必

经之路，授课结束，教师和学生及时总结、反思并进行调整。教师

把教学感悟及时记录下来并随时进行教学反思；鼓励学生撰写反思

日记、记录疑惑，并加强与教师的沟通，及时反馈问题；学期末组

织课程组教师及学生召开会议，针对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进行经验

总结，找出问题，以调整完善下学期的教学路径和方案。同时，构

建督导、同行和学生三位一体的综合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以

确保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目标实现。通过教师个人自主诊改、教学团

队诊改等措施不断迭代改进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定期审查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实施计划，督导听课全覆盖，同行互评全覆盖，学生评教

全覆盖，有效保障了教学改革效果。 

3 总结 

医学教育是科学教育，更是“仁心”教育，培养“仁心仁术”

的医者是医学教育的初衷[8-9]。鉴于组胚学的开课时间和课程特点，

在该课程教学中尽早挖掘思政教育元素，使专业知识与高尚医德、

人文素质培养相得益彰，引导医学生崇尚并树立生命至上、大爱无

疆的仁爱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融入人生理想中，最终将医学生

培养成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奉献终身的德术双馨的医学应用型英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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