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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教学过程中的运用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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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技术大学药学院　深圳　518118

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凝练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深度挖掘思政

元素，使其融入实验课程教学过程，并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途径保证实验课程思政的顺利开展。本研究旨在实验教学课堂

中培养智育，渗透劳育，贯穿德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效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

把立德树人落实到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课程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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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习近平主

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

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关键问题。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2018 年 5 月，教育部启动了“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引导各高校把各项工作的重心和目标落

实在育人效果上，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更好地适应和满足

学生成长诉求、时代发展要求、社会进步需求 [2]。因此，深

圳也率先开启了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探索之路。

生理学是一门实验学科。传统的生理学实验教学只重

视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锻炼动手能力，缺乏对学生的思

想政治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与引导。在教学实践中，笔者

观察到生理学实验教学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挖

掘其中的思政教育素材是实验教学思政改革的当务之急。

1 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生理学教学团队经过与药学及思政专业教师沟通，明

确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专业定位，制定以下 7 个方

面的课程思政目标。（1）厚植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

（2）尊重生命，保护实验动物，培养正确的生死观。（3）

培养严谨求实、坚持不懈的职业道德素养。（4）激发对科

学的热爱和兴趣，培养科学探索精神。（5）培养互帮互助

团队协作精神。（6）培养社会责任感。（7）了解世界医药

领域发展动态，培养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2 思政元素的挖掘

药学专业实验共 18 个学时，本研究选择了 6 项实验（表

1），深度挖掘蕴含在实验课程中的 17 个思政元素，并结合

演示法、问题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进行实验课

程设计与实施。

3 思政元素融入生理学实验课程案例

思政元素如何“盐溶于水”，潜移默化融入课程是实

现课程思政的关键。下面以“生理学实验基本操作技术”、

“ABO 血型的鉴定”和“家兔动脉血压调节”中的部分思

政元素为例介绍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的设计。

“生理学实验基本操作技术”课程思政设计“生理学

实验基本操作技术”包括实验动物的选择、抓取、固定、麻

醉方法、常用的给药途径和实验动物处死方法；实验报告的

撰写规范及常用器械、仪器的使用方法。思政内容涉及以下

几个方面：(1) 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首先教师引导学生“牺

牲自我的实验动物，是成全人类的“替身”。每年 4 月 24

日“实验动物日”[3]，引导学生尊重并爱护动物，对待动物

要心存敬畏之心。实验课程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慰灵活动，

感谢实验动物的付出。实验过程中结合“减少、替代、优化”

的 3R 原则减少不必要的动物的痛苦和牺牲，减少动物紧张

情绪。(2) 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实验中的每一步

操作都要有规范意识，比如：实验药品名称、剂型、规格、

用量的查对，实验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实验结果分析的全面

性，这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这种将实验授

课与职业、社会要求对接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

当代医药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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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 血型的鉴定”课程思政设计 在“ABO 血型的鉴定”

实验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故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等将思

政元素融入实验教学过程中。思政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①培养科学探索精神。通过讲解血迹斑斑的人类血型的发现

史，使学生感受“血型之父”—奥地利的卡尔·兰德施泰纳

医生发现 ABO 血型的曲折与漫长之路。使学生理解科学成

果的发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厚积薄发的勇气和持之

以恒的耐力，更需要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②

培养无私奉献的社会责任感：介绍“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

救死扶伤的崇高行为”，“献血是爱心奉献的体现，帮助病

人解除病痛、抢救他们的生命，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的”，这将有助于培养学生乐于奉献的社会责任感和救死扶

伤的职业精神。③培养全球视野。介绍“抗体药物就是用免

疫蛋白分子中的抗体来作为药物，是临床上用于肿瘤、免疫

性疾病等各种重大疾病的一种热门生物药。抗体药物现阶段

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等领域。”[4,5]。

然后，介绍抗体药物的应用形式及相较于传统药物的优势 [6]。

这种将新的制药技术带入课堂的方式，既有利于培养学生对

前沿科技的探索能力，又利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和跨文

化交流的能力。

“家兔动脉血压调节”课程思政设计 在“家兔动脉血

压调节”实验中，通过人为改变神经因素（夹闭一侧颈总动

脉）及体液因素（耳缘静脉注入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观察

家兔动脉血压的变化。通过此实验可以培养学生科学辩证思

维能力。“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决定事物性质和发

展趋向的东西。“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本质在各方

面的外部表现。在本实验中，血压的变化是“现象”，各种

神经、体液因素的改变是“本质”。在实验过程中引导学生

通过现象分析引起血压变化的根本原因及具体机制，有意识

培养学生科学辩证思维能力。

4 教学方法和途径

生理学实验教学思政改革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课内、课外结合的方式开展。并且，通过故事教学法、情景

模拟法、案例讨论法、小组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提升教学

效果（表 1）。结合实验预习情况、小组实验操作情况、实

验结果分析及讨论情况、实验器械清洗情况、课前和课后作

业的完成情况五项指标进行综合测评。

5 教学反馈与反思

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改革得到同行专家的认

同。学校教学督导通过听课和考查学生过程性实验成绩的形

成，对此项课程思政改革给与积极肯定。

目前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已经进行

了 3 届学生，通过课后调研，同学们认为有必要融入生理学

实验教学的思政元素包括：实验动物 3R 原则、“医学生誓

言”、《自然辩证法》“螺旋形上升”理论、世界医药里程碑：

改造毒品，合成麻药—普鲁卡因、卡尔·兰德施泰纳发现血

型的故事、血型鉴定、无偿献血、抗体药物概念和优势、抗

日战争情景模拟、信息化战争、新药研发中的药物溶血实验、

“洛伊之梦”乙酰胆碱发现的故事、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

中药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慢阻肺患者吸入

纯氧的危害等。同学们认为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改革有利于

其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培养

严谨求实的职业道德素养；激发科学兴趣；保持持之以恒的

科学探索精神。

6 结语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立德树人，学生除了在“思政”

课学习以外，在专业课的学习中也有必要加强思政教育，提

升政治素养。这就要求老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

把日常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做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

真正的融合，以期发挥课程的价值引领作用，为祖国培养有

情怀、有理想、有担当的药学专业人才。

表 1  药学专业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实验内容 知识能力目标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教学方法

生理学实验基本操作技
术

①掌握实验动物的选择、抓取、固定、麻
醉方法②掌握实验动物常用的给药途径③

掌握实验动物处死的方法

①实验动物 3R 原则②引入“医
学生誓言”③规范实验操作和
实验报告的撰写④小组实验分

工合作

①树立正确的生死观②培养职业
道德素养

③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④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①讲授法
②讲授法

③讨论教学法
④演示法

刺激强度与骨骼肌收缩
反应的影响

①掌握蛙类坐骨神经 - 腓肠肌标本的制备
②掌握神经 - 肌肉实验的电刺激方法和记

录肌肉收缩的方法
③掌握刺激强度与肌肉收缩之间的关系

①《自然辩证法》“螺旋形上升”
理论

②世界医药里程碑：改造毒品，
合成麻药—普鲁卡因

①培养吃坚持不懈的职业道德素
养

②培养职业道德素养

①启发式教学法
②讲授法



国际临床医学：2024 年 6 卷 9 期
ISSN: 2661-4839

    40

ABO 血型的鉴定 ①掌握 ABO 血型鉴定的原理和方法
②观察红细胞凝集现象

①卡尔·兰德施泰纳发现血型
的故事

②血型鉴定
③无偿献血

④抗体药物概念和优势

①培养科学探索精神②培养严谨
的工作作风③培养无私奉献的社

会责任感④培养全球视野

①故事教学法
②情景模拟法

③讲授法
④谈话法

红细胞渗透脆性与悬浮
性

①掌握测定正常动物红细胞渗透脆性的方
法②理解细胞外液渗透压对维持细胞正常

形态与功能的重要性

①抗日战争情景模拟
②信息化战争

③新药研发中的药物溶血实验

①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②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③培养职业道德素养

①情景模拟法
②讲授法

③问题教学法

家兔动脉血压调节
①掌握直接测定家兔动脉血压的实验方法
②观察神经、体液因素对心血管活动的影

响
③观察窦内压升高引起的减压反射

①“洛伊之梦”乙酰胆碱发现
的故事

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

①树立创新意识，培养科学探索
精神

②培养科学辩证思维能力

①故事教学法
②启发式教学法

家兔呼吸运动的影响因
素

①掌握记录家兔呼吸运动的方法②观察各
种因素对呼吸运动的影响

①中药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②慢阻肺患者吸

入纯氧的危害

①厚植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
②引导临床思辨，抓住矛盾关键，

增强专业能力

①讨论教学法
②问题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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