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医学“生理学”专业课教
学，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重要举措。在教学
过程中，应以“生理学”课程为专业背景，以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为时代背景，在贯彻课程目标的同时，深入发掘课程中的
思政案例，将“生理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
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专业
素养，还能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以期取得立
德树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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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Physiol-
ogy" in med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medical students with both moral quality and pro-
fessional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tap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of the "Physiology" course
based on implementing the goals of the course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epidemic, so as to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This will not only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spirit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but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patriotic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us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enhancing
morality and foster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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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未来肩负着发展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重任。在
2020 年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培养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医学生是医学院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当前，大学生在象牙塔里学习，接触社会的机会少。只对他
们进行专业课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的需求[1]。“生理学”是基础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的桥
梁学科，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2]。“生理学”专业教学应
与思政教育相互融合，使学生在学习生理学知识的同时，受
到思政内容的潜移默化的德育渗透，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目
标[3]。而思政案例也会使“生理学”教学内容更生动，激发医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医学生的专业课学习和德育教育相得益彰。
如何在“生理学”课程中实施有效的课程思政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本文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引入与时代背景相关的
教学思政案例、解析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史和重大创新等方
式，对课程思政引入医学“生理学”课堂进行了探索。

1 课程目标
医学“生理学”的课程思政目标是：在掌握医学生理学

知识的同时，用典型的案例引导和培养医学生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科学信念，使他们树立“珍爱生命、
大医精诚”的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良好的人文
素养和职业道德。根据思政目标，在生理学授课过程中适当
地插入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2 教学内容的安排与思政案例
根据时代背景，在“生理学”课程的各个章节融入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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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特别是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生理学案例，并通过讲
授中国生理学发展史上的杰出学者及其重大贡献，培养既
有一定专业素养、又有爱国敬业精神的医学生[4]。医学“生理
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2. 1 引入与“生理学”各章节知识点相关的思政内容，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教师给学生讲授生理学知识点时，穿插融入符合时代
背景的思政案例，既可以活跃课堂氛围，又能让学生对知识
点加深理解，同时潜移默化地陶冶了学生的爱国情操、提升
了学生的医学职业素养[3]。例如讲授以下章节时，可引用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思政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讲授“细胞”一章中的细胞膜结构时，可引入新型冠
状病毒的结构，并和细胞结构进行对比，增加学生学习细胞
生理学的兴趣，增强学生攻克医学难题的信心。

在讲授“血液”一章时，可加入无偿献血的内容。在我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专家发现，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
浆含有的综合抗体可对抗新冠病毒，能用于拯救病人。数千
新冠肺炎康复者（包括医务人员）积极响应献血号召，为重
症患者提供血浆，加快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的速度。这些内容能让学生认识到无偿献血是奉
献爱心和回馈社会的体现，从而培养学生救死扶伤、无私奉
献的价值观。

在讲授“循环系统”一章时，引入新冠病毒对循环系统
的影响。临床资料表明，尽管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以呼吸道
症状为主，但也有部分病例出现严重的心血管系统损害。新
冠病毒可能直接感染心肌细胞，造成病毒性心肌炎，另外也
可能造成低氧血症，引起心肌梗死，导致病人的死亡率增
加。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医务工作者对重症新冠肺炎
患者进行了全方位的诊治，改善了患者的心功能，极大地提
高了患者的生存率。用此案例引导学生：对于疾病要全面分
析、辨证施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讲授“呼吸”一章时，可以引入钟南山院士和李兰娟
院士带领大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先进事迹。白衣天使们
不惧感染风险，以大无畏精神救死扶伤，加上全国人民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医学生是未来的医生，要引导他们向这些勇敢的白衣天
使学习，未来担负起振兴国家医疗事业的重任。另外，讲述
呼吸的基本原理时，学生须思考并掌握人工呼吸的原理，要
了解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的基本操作，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
够及时处理，为病人赢得救治时间。

在讲授“消化和吸收”一章时，可以引入新冠病毒的消
化道传播途径。钟南山院士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的
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但由于粪便中也可能含新冠病
毒，所以通过粪便传播也是一种途径，以此引导医学生积极
探索医学难题，为保障人民的健康而努力奋斗。
“能量代谢与体温”一章可以引入边防战士抗击疫情的

感人事例。边防战士为了确保祖国的安全，抱着对新冠肺炎

疫情严防死守的决心，冒着严寒站在路边，对过往车辆进行
排查登记，并对车上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学生要学习边防战
士保家卫国﹑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的博大胸怀和不惧困难的
坚强意志。

讲授“神经系统的功能”一章涉及对躯体运动的调节内
容时，可以引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雄张定宇院长的事
迹。张定宇院长身患渐冻症，渐冻症是比癌症更残酷的运动
神经元病，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患的就是渐冻症，张定宇院长
已走在人生倒计时的路上，却仍然忍着病痛、坚定地带领全
院医务人员抗击疫情、拯救患者，为国家做贡献。以此激励
学生要为解除人类病痛而刻苦努力，学习张定宇院长为国
奉献的精神，让学生带着使命感学习生理学知识。

讲授“内分泌”系统一章时，可以引入激素不能滥用的
内容。糖皮质激素有广泛的生理功能，在抗击非典疫情中得
到大量应用。然而，部分非典康复者出现了股骨头坏死、深
部真菌感染等后遗症。因此，激素是把双刃剑，要合理利用，
不能滥用。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一线专家谨
慎使用激素治疗病人，极大地降低了糖皮质激素带来的后
遗症。用此案例引导学生：医学是在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中
前行的。医者始终要把病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医学生要
不忘初心，努力学习，牢记医者使命。
2. 2 引入中国生理学发展史，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钟南山和邱海波
等专家带领白衣天使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前赴后继投入
对患者的救治，表现出医者的气节与爱国情怀，这是思政教
育的良好素材。对医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
是医学生思政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课堂上可引入一些爱国的生理学前辈。我国现代生
理学奠基人林可胜教授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同时也
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林可胜教授早年已在神经生理
和消化生理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并被国际生理学界认可。
在抗日战争中，林可胜教授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奔赴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中国
生理学开拓者蔡翘教授于 1920 年左右发现了视觉与眼球
运动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被国际同行称为“蔡氏核
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蔡翘创建了中国的特殊环
境生理学———军事劳动生理学、航天航空医学和航海医学，
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弘扬老一辈生理学家为
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毕生奋斗的事迹，给学生树立正
面的人生导向。以此激励医学生要将老一辈生理学家的爱
国敬业精神薪火相传，特别是遇到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年轻人更要甘于奉献、勇挑重担。
2. 3 引入中国生理学重大创新产生历程，培养学生勇于探
索创新、为国争光的信念

医学生理学是临床医学的基础，生理学的重大创新可
推动临床医学的进步。引入中国生理学历史上重大创新事
件中，杰出科学家对科学孜孜以求的献身精神，激励学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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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钻研、锲而不舍、追求真知，为我国的医学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2015年，我国女科学家屠呦呦教授因青蒿素提取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屠呦呦教授带领她的课题组，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艰苦简陋的实验条件下，数年如一
日、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甚至亲自试药。人工合成胰岛素
也是我国科学家的重大创新。我国科学家团队通过 7 年的
坚持不懈，在 1965年通过人工方法合成有活性的结晶牛胰
岛素，使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国家[5]。因
此，生理学教师要通过这些案例培养学生不畏艰辛、勇于探
索创新的科研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此次疫
情防控期间，我国科研工作者们也在积极研究新冠病毒的
生理学特性、治疗药物和疫苗等，以期推动我国抗疫医学事
业的发展。

3“生理学”课程思政的意义
在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防疫思想政治课，全国上下团

结一心、全力以赴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时候，作为
一名医学生理学教师，上好“生理学”思政内容责无旁贷。在
“生理学”专业课学习中渗透思政内容，会对医学生未来的
工作和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医学生理学是探索正常
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学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句话指
的是生命不停息，奋斗就永无止境，这恰恰与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精神相吻合。医学生理学的基本理论承载着一代又

一代担负使命的科学家和医生的奋斗历史，蕴含着探索求
真、开拓奉献的科学精神。生理学教师要深入挖掘生理学课
程蕴含的德育要素，润物无声地引导学生将国家和民族的
利益置于首位，做到爱国敬业、甘于奉献，勇挑人民健康事
业重担，勇攀医学科研事业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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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科技等思维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同时，让学生思考：古人创造的制图理论，今

天我们还学不会吗，难道还不如古人，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力。

其次，任课教师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我国在

图学理论、计算机绘图等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存在差距。特

别是在 CAD/CAM/CAE一体化高端软件领域，如 UG、Pro/E、

Solidworks等软件都是国外产品占据主要市场。我国许多

企业的产品开发都要依赖国外的软件平台，联系近期华为

事件，教师在此设疑：这会有什么后果？通过设疑引导学生

思考，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最后，任课教师进行课后评价、反思。通过课堂观察和

课后学生反馈，评价本次课程的思政效果。根据评价效果，

教师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使

思政真正与课程相结合，增强亲和力和针对性，实现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融合。

4 小结
工程图学是工科专业学生一门必修的技术基础课，也

是专业先修课。因此，在工程图学的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工程图学发展史这

一具体教学案例，从工程图学承载的思政元素、专业与思政

元素的有效融合等方面进行了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通过

以事说理、以理服人，最大限度地增强工程图学课程思政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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