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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院校《动物实验技术》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实践

轩瑞晶　宋国华 *　陈朝阳

山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山西晋中　0306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医科院校《动物实验技术》理论和实验教学中的思政教育。通过展示学科前沿和我国科学家取得的重

大技术突破，介绍动物模型培育专家的优秀事迹，培养学生勇于担当和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指导学生规范操作，强化尊

重生命、善待生命的仁义精神；组织学生分工合作完成实验，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引导学生妥善处理实验废弃物，增强其

环保和生物安全意识；将思政纳入理论考试，促进学生自我思政修炼。通过一系列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和实践，实现

知识、能力与价值有机结合，培养德才兼备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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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充分挖掘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其

融入教学过程，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是广大教育和科

技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山西医科大学面对新入学研究生开设

《动物实验技术》选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科研思维和提高动

物实验操作能力，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建立桥梁和纽

带，也为研究生利用实验动物顺利开展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作为一门综合应用性科学，该课程包含丰富的思政教育资

源，如：勇于承担、甘于奉献、团结协作、严谨求实、敬畏

生命等，在思政教育实践中具有独特优势 [1-2]。

近年来，随着学校向科研型高校转型发展步伐的不断

推进，各学科工作人员开展科学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

涨，这门课的选修人员逐年增多，从 2019 年的 155 人增加

到 2024 年的 241 人，选课学生涵盖了基础医学、内科学、

外科学、药学、公共卫生等 26 个专业，受众面的扩大使得

这门课的思政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通过定期参加由我校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办的

“尔雅 ˙ 教学沙龙 专项课程思政”学习培训活动，不断接

受课程思政熏陶；积极参加党内学习活动，认真学习思想政

治理论，提高思政修养；教研室开展动物实验技术“课程思

政”教学讨论，树立并明确该课程的思政导向等多种途径，

我们对该课程理论和实验教学中的思政元素进行了初步的

挖掘和实践。

2《动物实验技术》理论教学思政元素的挖掘和实践

2.1 展示我国动物实验技术前沿进展，增强学生民族自

豪感

在讲解遗传工程动物模型时，首先要提到全球首例存

活超过两年的体细胞克隆猴来自中国科学院，标志着中国的

体细胞克隆技术已趋于成熟，有望大幅减少全球实验动物的

使用数量，这一成就将促进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等脑疾病，以

及肿瘤和代谢性疾病的新药研发。其次，还要提到全球首例

“基因编辑猪 - 人”异种肝脏移植手术由空军军医大学西

京医院成功实施，这项重大技术突破可使更多终末期肝病患

者获益。

通过上述案例的阐述，不仅使学生对体细胞克隆猴技

术及用于异种器官移植的基因编辑猪的制作过程有了深入

了解，同时，这些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实验动物资源研发与应

用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增强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2.2 糖尿病模型章节中融入我校薄家璐教授的杰出事

迹，传达出勇于承担责任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 

我校动物中心保存着国内唯一的自发性遗传糖尿病模

型——山医群体近交系中国地鼠，由我校薄家璐教授领导的

科研团队培育而成，这是山医历史上首个由国外机构命名的

科研成果，在我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在讲

解糖尿病动物模型时，会介绍薄老师在全国第一届糖尿病大

会上了解到“国内因缺乏仓鼠模型致使糖尿病研究面临瓶

颈”这一现状时，主动承担这一任务，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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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一个又一个挑战，历经 12 年不懈努力，成功培育出合

格的仓鼠，填补了国家空白，荣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通过学习薄教授的先进事迹，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中国地鼠这

一自发性糖尿病动物模型的认识，也激励学生在国家和民族

面临困难时，勇于担当，树立攻坚克难、甘于奉献的信念与

情怀。

2.3 强调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将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的

仁爱精神植入人心 

《动物实验技术》每一章节都涉及到实验动物的使用。

在教学过程中，解读科技部发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

导性意见》[3]，通过列举真实案例，让学生理解开展动物实

验必须科学地选择动物的品种、品系和动物模型，制订科学

的实验方案和实施计划，实现有科学价值的研究目的，避免

动物的无谓牺牲；无论是动物的饲养，还是实验操作，都要

确保其享有充分的福利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生树立

起科学、合理、仁道的实验动物使用观念，培养学生尊重生

命、珍视生命的情感与责任感。

2.4 细化动物实验实施过程，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在“动物实验的组织管理”章节，通过细化每一项实

验前准备，让学生体会到科学和严谨；强调正式实验前的

预实验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毒物或射线等损伤性模型制

备过程中，可以避免因剂量过大导致大批动物死亡；预实

验还可能暴露潜在的实验设计、实验准备等方面的问题，

帮助我们制定出应对措施，从而确保正式实验各环节的顺

利进行。这些细节理念的传输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实验技

能，更能培养他们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激发他们对科学

探索的高度责任感。

2.5 增加理论课的思政考核，使学生自觉提高自身的思

政修养 

为了自觉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我们在理论课程

中增加了思政考核。这一措施不仅仅是为了评估学生的学习

成果，更是希望通过多样化的考核方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思考和领悟课程中蕴含的积极价值

观。这种来自学生的主观思考和思政元素提炼，可以使专业

课程的思政教育得到升华。

3《动物实验技术》实验教学思政元素的挖掘和实践

3.1 以动物实验操作为契机，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在动物实验操作中，我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组织实验。

在进行大鼠给药、采血操作时，一名学生负责固定动物，另

一名学生负责操作，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合作不仅能

消除恐慌，更重要的是能提高实验效率和实验人员的安全系

数；在小鼠输卵管结扎模型制备中，一部分学生负责剃毛和

脱毛，一部分学生负责麻醉和消毒，还有一部分学生进行开

腹、结扎、缝合等精细操作。这种紧密的团队协作模式，不

仅增强了学生们的实践操作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在团队中协

调沟通、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3.2 指导学生规范操作，减少动物不适和痛苦，强化尊

重生命、善待生命的仁义精神 

在实习课上，通过课堂演示结合巡堂逐一指导，确保

每位学生掌握操作要领，规范操作；在进行小鼠尾静脉注射

操作时，给学生提供酒精棉或温水擦拭，提高学生注射成功

机率，减少动物被扎次数；冬季进行强迫游泳或水迷宫实验

要给小鼠准备适宜温度的水和擦拭毛巾，或者电吹风，使动

物得到及时的人文关怀。通过这些举动，向学生传递尊重生

命、善待生命的人文情怀和仁义精神。

3.3 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动物实验废弃物，培养环保及生

物安全意识 

在动物实验过程中，废弃物的处理不仅是实验操作的

一部分，更是学生们必须重视的环保与生物安全课题 [5]。在

实验教学中，我们通过实际案例帮助学生认识到不当处置实

验废弃物的潜在风险：如，乱丢注射针头可能导致针刺伤害；

不妥善处理动物尸体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等。每次实验结

束后，学生必须按照规定，将各类废弃物集中放置在指定的

暂存地点。通过这样的操作，提升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生物

安全意识，使他们在未来的科研与实践中，始终秉持科学、

严谨、负责任的态度，成为具备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的现

代科研人员 [6]。

4 结语

将思政元素融入《动物实验技术》课程，不仅能够促

进学生对实验动物相关概念的掌握，提高学生的动物实验技

能，而且有利于学习这门课的不同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促使其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观的医学人

才，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未

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优化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德才兼备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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