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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培养优质护理能力和高尚的护理精神为重点，充分利

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优势，通过深挖生理学知识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与

学科教育有机融合，为基础医学教学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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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多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中出现[1]，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2]，其

建设经历了从初步探索（ 2014.05-2016.11 到全面发展

（2016.12-2020.06）再到深化发展（2020.07至今）的过程，

其中高等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也取得了长足发展[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尤其是在疫情时期，教

育部等部门先后明确指出要因课制宜地选择课堂教学方式

方法，积极利用和建设在线课程资源，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推动线上线下教学的互动融合[4]。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是将两种教学方式的优势整合起来，打破了传统

教学模式中时空的界限，建立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的教育理念，是推动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一剂“强心剂”[5]。

生理学作为护理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医学理论课

程，在专业学习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又与医学的

发展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防治疗都

依据生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大思政观”和“大教学观”为引领，

以“滴灌育人”和“融通育人”为路径，从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各环节进行探索与实践，坚持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和知识

传授有机融合，真正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专业教育教

学全过程。

1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1提升课程思政教育师资团队力量

生理学既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医学课程，又是后续课程如

病理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课程的理论基础，且与临床

各学科有密切联系，是一门承上启下的重要课程，具有较大

的应用价值。一线教师如何在生理学教学实践中，即能体现

专业性，又能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思政元素，成为了首要问题。

因此教师需要树立课程思政理念，提升自身政治修养，根据

自己长期的知识储备结合时事热点、时代特征等思政教育方

面一些突出的问题，对生理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深

入挖掘。为此，本教学团队通过校内外及高校课程思政教师

培训网进行培训、课程思政专题研讨、学术沙龙、教学观摩、

集体备课等方式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马克思主义原理，牢固树立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提升

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1.2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课程思政的元素即要保证专业课程内容的科学性与严

谨性，又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渗透于课程教学从内

容到方法的全过程。本课程的思政元素的挖掘本着一依据，

三结合的形式展开挖掘。教学团队以唐四元主编的《生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五版教材为主线，依据课程所归属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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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学生未来所从事

工作的职业素养及国际国内时事进行挖掘。围绕教材中的 13

个章节，密切结合每个章节的专业知识点，树立各章节的教

学目标，对课程所归属和服务的学科与专业的形成背景、发

展历程、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特别是所涉及的重大科学技

术发展成果，科学家或模范人物事迹，学科专业原理、观点

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实践、教学实践、科技实践等思政元素

进行深入挖掘，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使命感、责任感、爱国精

神、奋斗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贯

穿生命健康全周期医学新理念，应用多种课程思政教育新方

式，实施思政教育于无形，于随处，塑造学生救死扶伤的医

学精神，滋养学生大爱无疆的济世情怀。

1.3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创建

本教学团队采用多种方式从多角度创建了课程思政教

学资源。一是修订了教学大纲，整合教学内容。明确本课程

以立德树人的办学定位为根本遵循，结合医学专业特色，主

动拥抱“新医科”、健康中国国家战略需求，致力打造全方

位育人格局。教学目标设置专业目标和思政目标，双线并举，

把握新形式，融入新内涵，保证知识讲授的主线逻辑脉络清

晰的同时，让富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成为思政课程的点睛之

笔。二是更新教案，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临床实践于社会时事，

契入思政与人文元素。以绪论为切入点，做好思政第一步；

以科学家故事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以我国科学家的伟大贡献

培养学生民族自信心；以临床应用实例培养学生大医精诚之

医德仁心。三是录制微课视频 20个。四是设计课程思政相

关讨论主题 12个。

2课程思政融入混合式教学的实施-以血型和输血

原则为例

2.1课前：线上课程思政

根据 OBE、翻转课堂、PBL的核心理念，授课教师根据

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分析，通过表 1中挖掘的课程思政元素，

整合多种数字资源，依托超星平台，建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模式实施教学。接下来对“血型和输血原则”这一节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设计进行详述。线上课程最大的好处就是无时

空限制，这为课程思政融入提供了便利。本教学团队通过三

种方式在线上课堂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①录制了含课程思

政元素的微视频，如积极鼓励广大学生科学献血用于危重患

者的治疗，最终上升到，作为医学生，我们更加应该要努力

学习医学知识，将所学的知识回报祖国，通过自己的能力帮

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②通过数字资

源的整合，为学生提供大量课程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的学习

资料，让学生利用课外的时间进行学习。如无偿献血的视频，

资料等等，使学生深刻体会我国是以奉献爱心为永恒主题的

文明社会，增加学生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③发布案例：“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医

学家兰德斯坦纳发现血型的过程”使学生尊重前辈的研究成

果，学习前辈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学生科研探索创新精神。

2.2课中：线下课程思政

讲述 ABO血型鉴定原理的同时讲授中国人研制的血型

鉴定的试制卡，可以一次性同时进行 ABO血型正向、反向

定型同步检测，利用这种试纸卡可快速准确鉴定多种血型，

鉴定时间最快可缩短至 30 秒内，这一科研成果对于急需输

血抢救的病人意义重大，同时也适用于抢险救灾、战场急救

等急需验血的情况。通过案例引导学生形成一定的学习思维，

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并且

使学生树立民族自信，从而产生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

讲授交叉配血实验的时候分享我院 30多名实习生在实习期

间由于患者需要进行无偿献血，体现了我院学生不求回报的

爱和全身心的付出，其价值事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通过这

份爱去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生命至上，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

的无私奉献精神。

2.3课后：第二课堂课程思政

通过学习同上的班级群聊分享身边的事例，传播正能量。

课后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成就奖获奖者章

金媛成立的“章金媛爱心志愿服务团”深入社区开展护理、

康复知识的宣传普及和义诊活动。章金媛院长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得知护士资源相当缺乏，放弃定居香港，不管条件多

么艰苦，始终从事护理工作，退休后组织了有近两万名志愿

者的志愿护理服务队伍，至今仍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通过

分享发生在身边的实例，能够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感触，正是

这些医务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为医疗卫生事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激发了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增强了学上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老一辈的工作者为榜样，践行医学生

的光荣使命。

3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及效果

3.1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本课程进行多维教学评价，包括督导评价、同行评价、

学生评价和自我评价。①学校教学督导专家在超星平台后台

对老师线上发布的任务和内容等进行实时监督和抽查。不下

发通知直接进入线下课堂，听取授课教师现场授课，对老师

的教学设计，授课内容等给出修改意见，授课教师会及时作

出调整和改进。同时给老师发一份自我评价表，随机抽 25

位学生下发学生对老师的评价表。②其他同行对本课程的建

设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教学团队挖掘的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探

讨，并且给予意见，避免出现空洞的道德说教和相同的案例

在同一学生群体被反复使用，造成学生感官疲劳、甚至出现

抵触情绪，起不到实际的效果。具体教学评价结果见图 1.

3.2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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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基础课学习与临床课的相关性，使

基础医学课程理论教学与临床实际紧密联系，彰显理论与实

际联系的特点。课程教学过程中，以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充

分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学生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培养临床

思维，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能力目

标。教师教学信息化能力体现，教学手段先进，教学方法灵

活多样，学生学习积极主动，学思结合效果体现，学生反馈

较好。在学校举办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评比中，本教学团队

总结的 2个思政案例被评为示范思政案例；3门基础课程思

政示范项目立项，获得 1个校级课程思政示范中心培育单位。

在学校督导专家听课评价中，团队授课教师均得到了优秀的

评价，并取得各种荣誉。

4小结

医学院校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强化医学生人文素

养、职业道德、思政格局的提升，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6］。本文以生理学为例，综合教学分析和课程特点，以“新

医科”为背景、“立德树人”为根本、“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为契机，采用组合兼混合式的多元教学方法展开教学实践，

即提高了教学效果，又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

现了“教书”与“育人”的有机融合，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

为高素质护理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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