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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理学线上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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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课程思政改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背景下，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年第２学期线下课程全面转为线上
教学，我校生理学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多维度融入课程思政，实施“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根据疫

情期间师生的具体情况，调整教学计划、制定新方案、选择教学平台、迅速完成网课建设，并提供大量思政素材作

为拓展内容，构建起思政元素库，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生理学是医学生教育过程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在

生理学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内容，更能起到“润物细无声”“育人先育心”的作用。本文将以我校为例，探讨疫情

期间我校生理学线上教学结合思政教育的基本导向、途径、效果等，力求培养综合素质较强的医学人才，为我国

医学事业培养更多优秀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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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年末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方面
向医务人员提出了重大考验，世界疫情的扩散以及

全球舆论的压力已然又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

中心［１］。我国医务工作者及科研工作者不惧个人

牺牲，积极抗击在一线，不但体现了深厚的专业积

累、极强的专业素质，更时时展现出了家国情怀、国

际合作意识、医者仁心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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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使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２］医学生的培养任重道远，新型冠

状肺炎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医学教育与课程

思政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引导学生树立社会公

德、职业美德、个人道德，培养三观正的优秀接班

人，同时更要教育医学生强化法律意识，加强自我

保护意识。生理学是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挖掘蕴

藏其中的课程思政话题，融入新时期思政教育元

素，特别是抗疫斗争的生动实践，为造就能力强、三

观正的医学人才打下坚定的基础。疫情期间，我校

以线上教学为载体，推动以“加强课程思政”为目

的的线上教学改革，本文将以我校为例，探讨生理

学线上教学加强课程思政的基本导向、途径、效果

等。

１　生理学课程思政的基本导向

１．１　弘扬医学的人文性
正如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ＴｏＣｕｒｅ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ｓ，ｔｏＲｅｌｉｅｖｅＯｆｔｅｎ，ｔｏ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ｌｗａｙｓ”．即有时
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医学是饱含人文精神

的科学，是一门直接面对“人”的科学。在医学活

动中，“安慰”的发生频次甚至远超过“治愈”。医

学活动更倾向是一种人性的传递，是在平等基础上

的情感表达，其中情感的沟通不仅具有对病患及医

护个人的促进价值，还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摒弃了医学的人文性，相当于丢弃了医学的本质属

性。在医学诊疗活动中，应当时时体现医学的人文

性，讲温情，总安慰，常帮助。在医学生培养过程

中，更应当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熏陶。生

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医学课程、桥梁课程，在医学生

培养过程中是走向临床、走向社会的“打底”阶段，

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引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树立正确的价

值导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２　发扬医学的科学性
医学不仅是看“人”，也要看“病”，最终医学活

动要聚焦于疾病和健康的本质和靶点，这是医学的

重要任务，因此，要求医护人员，包括科研人员，要

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追求真理，求真务实。

这要求医护、科研人员要有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

也要有积极探究真理、不畏强权及不惧守旧派的精

神。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每一项生理学的发

现都是基于科学的实验研究，以及在有理有据的假

说引导下进行的可靠、可重复的实验验证。世界及

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史，处处体现着科学性、实事求

是和追求真理的态度。

１．３　体现生理学实验性和临床的结合性
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与临床紧密结合。

生理学的问题就是源自临床，再用生理学知识去回

答临床问题。世界及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史，处处体

现着科学性和结合临床、结合实际、实事求是、追求

真理的态度。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福斯曼，向自己

心脏插管，发明了心导管技术，体现着坚忍不拔、甘

于奉献、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都是很好的教育题

材。在讲解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时，也要加强动物

福利和人文伦理的介绍，教导学生关爱生命、敬畏

生命、尊重生命。

１．４　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引领
成人先成才，树人先树德，育人先育心。生理

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医学课程，在医学生培养过

程中奠定着重要的基础。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容

易被错误的价值观误导，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

等。因此，在课堂教育的各方面都应当植入和强调

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

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特别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

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１．５　坚持教学的互动性
任何教学如果只是教师单方面一味地输出，只

会使课程变得索然无味。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要结

合多种授课方式完成知识点的讲授，又要旁征博

引，拓展知识点，引入纯知识点以外的包括思政在

内的其他元素，如果不能有效地组织教学模式和时

间安排，课程会显得拥挤、繁杂，再生动感人的事迹

也会让学生疲劳，最终事倍功半，只能是感动了自

己，学生接受度降低。因此，应当坚持教学的互动

性，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增强其参与感。在教学的

动态过程中，多维度铺设互动机会，模糊师生固化

的角色。提前通过线上教学平台布置任务，发布与

课程相关的思政内容，推荐好的公众号文章、文献

报道，或者让学生自己搜集本校或身边的相关案

例、事迹等。

２　疫情下加强课程思政的意义

各专业学生在学习生理学时多数尚未满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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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通过网络接触到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也包括

伤医辱医等事件造成的不良社会效应，极易受其影

响［３］。生理学开课时间靠前，也是学时较长的重

要课程，结合生理学的科学性、实验性、人文性等，

同时在生理学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内容，更能起到

“润物细无声”“育人先育心”的作用。

首先，挖掘生理学课程中的人文元素，引入与

时俱进的思政议题，有利于在医学生学习之初，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人文情怀，为培养业

务精湛、医德高尚的接班人打下良好的基础。其

次，加强课程中思政建设，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等，同时树立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的理想信念，坚定救死扶伤、毫不动摇的信心。最

后，国内外突发的疫情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也是中国站上国际舞台中心后对医务、科研

工作者的要求，疫情下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植入相

关思政元素，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医者仁心的大爱情怀，还有利于坚定家国情

怀、国际合作意识、文化自信等。最后，在全社会赞

颂一线工作者个人牺牲的同时，也要教导学生加强

自我防护意识、伦理和法律意识，既要识大局、顾大

体，不惧艰难、勇于担当，更不能一味以自我牺牲为

评价指标，不能以个人牺牲的多少论英雄，医者仁

心并不是简单的大爱。保护医学生，也是加强课程

思政的重要议题之一。

３　加强生理学线上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

３．１　加强教师的培训
３．１．１　明确思政教学改革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是
主导，学生是主体，课程是载体。课程改革的过程，

就是“教”向“学”转移的过程［４］。教师作为专业知

识的教授者，这个角色占比降低，但是其组织者和

引导者的作用却愈显重要，也更需要技巧。利用好

思政元素，开好思政课，教师责任重大［５］。因此，

教师首先应当加强自身政治修养，言传身教，传递

正能量［５］。其次，教师应当熟悉蕴藏于课程中的

思政元素，能熟练结合新的思政议题，储备有自己

的元素库。另外，教师应当熟练自如地利用好线上

教学平台及可以利用的媒体平台，做好互动，多途

径、多维度地提供思政教育内容，而不是机械地课

上宣讲事例，这也需要一定的积累和技巧。

３．１．２　 学校层面统筹布局、分院及教研室层层推
进　针对上述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教师的要求及

教师的责任，我校首先从学校层面统筹布局，多次

组织相关线上培训，包括大爱讲堂、教师发展论坛、

青年论坛、学习及成果分享经验交流会等，邀请外

校、本校优秀教师及附属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进行

直播交流，内容涉及经验介绍、技术指导、范本示

例、抗疫青春故事分享等。同时积极组织教师参加

全国会议，比如抗疫与医学人文教育教学改革暨课

程思政建设研讨会、医学生理学线上教学国际研讨

会、高校“金课”与“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山东大

学课程思政工作坊等。另外，本校举办首届“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大赛，通过教务公众号发布优秀作

品，作为典型示例，共同学习。

在本校召开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视频会议，从

教学理论、课程思政理念、课程思政设计、知识点融

合等不同层面进行探讨，对课程思政实施的路径、

方式方法进行研讨交流，理清开展课程思政的思

路。同时推进并督促各二级学院及教研室进行课

程思政改革研讨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集体备

课，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共同构建线上教学平台及

资源库的建设。我教研室利用聊天软件进行集体

备课，共同学习学校推荐的视频会议内容，以及好

的思政相关材料。

３．２　在理论教学中构建“课程思政”生态
３．２．１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　疫情期间，生理
学全面转为线上教学，我教研室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和优势，利用智慧树及超星尔雅平台在线上教学中

多维度融入课程思政，实施“课程承载思政，思政

寓于课程”。根据疫情期间师生的具体情况，调整

教学计划、制定新方案、选择教学平台、迅速完成网

课建设，并提供大量思政素材，初步形成自己的思

政元素库。除了在课程中融入大思政理念、思政元

素，课下通过“课程资料”“课程通知”“资源拓展”

或者发布“学习任务”，给学生推荐好的学习素材，

包括文献报道、公众号文章、国家级优秀课程直播、

学习强国文章分享、本校大爱讲堂、我校附属医院

援鄂医疗队工作日记等。在课程问答中提供思政

材料，发布讨论话题，鼓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让

同学们畅谈感想并提出自己见解。

３．２．２　优秀思政材料灌输与渗透　在生理学理论
授课过程中，结合生理学的人文性、科学性、实验性

等，挖掘蕴藏于生理学中的思政元素。通过讲解世

界及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史、著名生理学科学家的典

型事例，体现医学、生理学的人文性、科学性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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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展示作为医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

人文伦理素养、医者仁心的胸怀。比如英国生理学

家威廉哈维，通过大量解剖实验，发现了血液循环

和心脏的功能，奠定了近代生理学发展的基础，这

在当时统治者通过宗教维稳的欧洲，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的，这体现了威廉哈维本人不畏强权和不惧守

旧派的科学精神。威廉哈维关心患者的疾苦，不计

报酬为穷人治疗，体现他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

生，还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科学家。亲身试

药、填补我国铅中毒空白的伍汉文教授，自服幽门

螺杆菌检测其致病性的诺奖获得者马歇尔，以身试

药的诺奖获得者屠呦呦教授，他们都体现着敬业、

奉献的精神［６］。

结合世界和中国生理学家的事迹、时政、案例

以及教师的个人感悟，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引领

正确的价值观，讲解生命可贵，敬畏生命，科学无国

界、无种族。此次疫情提出了医学生课程思政建设

现实的要求，也提供了大量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

案例。抗击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基层工作者，都体

现着爱国和敬业的精神。我国捐献核酸检测试剂

盒及防护用品、医务工作者驰援海外等事迹，彰显

我国的大国风范、大国行动，处处体现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可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我们在绪论中讲到中国生理学会创建

时，引入“坎农与中国生理学家：科学家的精神气

质与人文情愫”，讲述坎农对中国生理学早期的发

展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看

家本领，其与中国科学家的友谊也促使他为支援中

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倾心尽力，体现了科学家大爱

无国界、无种族的精神［７８］。

随着理论课的进行，提供相关材料。比如在绪

论和消化一章引入“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林可
胜”［９］，在血液一章引入“中国输血事业的奠基人、

现代血库的创始人易见龙教授”［１０］“防疫勇士、出

血热疫苗之父朱智勇”［１１］，在讲述条件反射和神
经递质时引入“新四军首任卫生部部长沈其震院

士”［１２］，讲述神经内分泌时引入“我国老一辈神经

生理学家朱鹤年教授”［１３］。老一辈生理学家在异

常艰苦、甚至恶劣的环境中刻苦钻研，不仅在相应

的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国生理学研究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生理学

人才。比如林可胜教授、易建龙教授、沈其震教授

等，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投身战斗一线，为我

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１０１５］。老一辈生理

学家科学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极具魅力，他们的事

迹极具启发性。通过他们的事迹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不着痕迹地向学生渗透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修

养［１６］。另外，在理论授课中融入辩证唯物主义理

论。在“课程问答”精华帖区域，与同学们共同探

讨生理学与医学、生活、生态的关系。稳态是生理

学的重要概念，由生理稳态，联系到生命稳态、生活

稳态，进而生态稳态。以此启迪同学们重新思考生

命与生态。实现生理学与唯物主义的有机融合、跨

界交叉。

３．３　在实验教学中构建“课程思政”生态
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绝大多数实验内容

为动物实验，少数实验如人体体表心电图的描记为

人体实验。疫情之下，我校生理学、机能学实验线

上教学采用泰盟ＶＭＣ１００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平台，部分内容采用虚拟实验，部分内容采用实验

动物录制实验视频，另外还设置了设计性实验，通

过平台发布参考材料、学习任务、作业。在教学资

料中渗透动物福利和人文伦理，始终遵循 ３Ｒ原
则，在理论介绍和每一步实验操作中切实体现对实

验动物的尊重和人文关怀，教导学生应当善待、尊

重、合理使用实验动物。由实验动物福祉，进一步

引申到临床，与医患为友为亲，培养医学生正确的

职业价值观，为将来建立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奠定

良好的人文基础。另外，结合时事，对遗弃、虐待实

验动物及医学生虐待动物的不良社会现象进行讨

论，一方面加强了对实验动物福祉的认识，另一方

面通过分组讨论、生生讨论、师生讨论，加强小组沟

通和团队意识。

４　加强生理学教学中课程思政建设的效果

４．１　教师反馈
在此过程中，广大教师既加强了自身政治学

习，坚定了理想信念，强化了德育意识，增强了立德

树人的使命感；又全面掌握了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

指导思想、理念、基本途径，提升了对教授课程的理

解和驾驭能力，挖掘思政元素，构建起自己的思政

元素库；另外，也熟悉了各线上教学平台的使用，完

善了线上教学技巧。

４．２　学生反馈
线上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明显提高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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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积极性和效率，有助于塑造其良好的职业修

养，同时加强了团队协作意识。据学生反馈，融入

授课内容中的课程思政元素既没有明显的强行代

入感，又能激发其学习兴趣。我教研室针对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２学期线上教学的调查问卷共收集到５１６份
有效学生反馈。２１．３％的同学表示除了教学模块，
还仔细阅读了全部拓展资料中的课程思政、科学史

话等材料，６６．５％的同学表示阅读了大多数拓展资
料。５３．８％的同学表示授课内容中的课程思政元
素以及拓展资料中的相关材料对自己很有帮助，并

将受益终身，既有助于加深课程理解，又有助于加

强自身修养。４０．５％的同学表示对自己有一定的
帮助，但是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

５　总结与思考

教师是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主导，课程是载

体。教师自身的三观和文化修养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课程思政的效果，因此继续加强师资队伍的德

育意识，仍是重中之重。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除

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医学人文，还应当包括与时俱

进的医学伦理和人文法学［１７］。另外，加强医学课

程的思政教育还应当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的长处，

充分利用好线上平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

以及时、有效、双向的课程平台为载体，必将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１８］。加强思政课程与医学课程思政

的改革任重道远，只要我们坚定课程思政基本导向

和理念，不断实践、总结和提高，必将取得显著的成

效，为我国医学事业培养更多优秀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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