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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寄生虫学是临床医学专业和预防医学专业的一门基础学科。学习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全面了解人体

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发病机制，阐述寄生虫病诊断方法、流行规律和防治原则，为控制和消灭

寄生虫病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保障人民的健康。温州医科大学医学寄生虫学目前主要采用“以学

为中心”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混合式教学，其中线下课堂主要采取导入式结合案例教学法的形式进行。在

线下案例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以及设置融入课程思政的问题讨论，助推课程思政。以期

培养出兼具爱国精神、奋斗精神、敬业精神的高素质、高质量的医学人才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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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parasitology is a basic subject of clinical medicine.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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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 understand human parasitic diseases comprehensively, to eliminate or control them, 
and to prevent and control medical arthropods related to diseases, and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human health. At present, the class of medical parasitology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mainly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mong them, offline classroom mainly 
adopts the form of introduction combined with case-based learning (CBL).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cases and some related discuss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case teaching. It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our country to train high quality and 
high-quality medical talents with patriotism, struggle spirit and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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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做好立德树人教育，增强学生思政理念”。在

众多临床医学专业和预防医学专业的课程中，医学寄生虫学作为其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旨在通过学习与

人体有关的寄生虫和寄生虫病知识，了解人体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发病机制，阐述寄生虫病诊

断方法、流行规律和防治原则，为控制和消灭寄生虫病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为人体健康提供保障。

医学寄生虫学课程也是衔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间的桥梁学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临床实践有着非常

紧密的关系，许多寄生虫学的内容都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要素和德育功能，可以作为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

融合的载体[1]。 
这些年来，在改革创新“课程思政”方面，各大高校为此进行了诸多尝试，并得到了显著成效。然

而，关于“课程思政”的改革，目前依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下列几点：1) 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对思政元素融入力度不够，精准性、高效性不足，“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不明显；2) 在体制机制灵

活性不强因素的影响下，课程思政教学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增加课堂教育的主观性因素，很难能够确保

实现既定教学效果；3) 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独立地为学生讲解思政内容，以至于存在较为突出的教学

内容分化现象，对学生全面理解知识内容造成阻碍，很难确保课堂教学期间能够全面彰显教学内容[2]。
结合教学实际，教师应在贯彻“立德树人”理念基础上，为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教

师专业素养；做好课程中思政要素的充分挖掘，同时将其融入到专业课教学各个方面，在做好课堂教学

的同时，发挥对学生价值观培养方面的引领作用。因此，教师应联系课程实际，明确有关思政元素，结

合学生兴趣来确定教学案例并开展教学，并且在案例分析期间，巧妙融合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针对不

同的知识点及融入的思政元素，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认真做好教学设计，才能达到预设目

标[3]。 
温州医科大学医学寄生虫学目前授课形式是融合“以学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和信息技术手段，

综合运用“混合式教 + 学模式”，其中线下课堂采用小班案例讨论课的形式进行，课前线上发布案例，

课堂引导案例讨论、小组汇报、辩论，增进师生间交流互动，确保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增强

学生学习能力，同时进行师生、生生形成性评价。课程初期，我们构建形成了寄生虫学案例库，课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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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范围广泛，在实践教学中得以应用，这样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自主学习水平，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们就临床案例、医学人文、科研进展等开展线下讨论，有助于教师

掌握学生学情及思想动态，进而在课堂教学精准答疑的同时，深化德育教育，全面提升医学生综合职业

素养水平[4]。 

2. 课程介绍及教学内容纲要 

温州医科大学医学寄生虫学课程的教学时数为 32 学时(理论 20 学时 + 实践 12 学时)，其中线下讨

论课 8 学时，包括 2 学时大班专题课以及 6 学时小班讨论课。第一次 2 学时“师生见面课”采用大班专

题讨论，设置内容为：讲解寄生虫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分析国内寄生虫感染开展情况以及目前为

预防感染颁布的针对性防控措施。线下讨论课总共为 6 学时，分两次进行，即医学原生动物–医学寄生

虫学总论–医学蠕形动物–吸虫共 3 学时和医学蠕形动物–绦虫 + 医学蠕形动物–线虫 + 医学节肢动

物共 3 学时，每次课应围绕课程内容开展，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 整理相应内容名词解释，让同学

们掌握的相关概念；2) 设置 8 道问答题和讨论题，让同学们一起讨论，应突出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知识

内容；3) 筛选并发布相关的典型临床病例 3~4 个及紧密联系时事的探索性案例 1~2 个，让学生们课前进

行资料检索和整理，课中进行汇报以及互动交流，课后总结反思、提交学习心得。 

3. 案例讨论教学实践活动实施流程 

3.1. 课前提出案例，案例设问 

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组，每组 5 人。每组选举 1 人任组长，职责为组织小组成员开展案例讨论，

同时针对分析结果开展答辩。其中，案例讨论前，教师借助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提

前 7 天左右为学生上传与案例分析相关资料，供学生提前下载查阅，并且要求学生根据问题来搜集有关

资料信息，做好知识点了解与预习，这样能够更好的促进课堂问题讨论的顺利开展。 

3.2. 课堂案例讨论，讲授点拨 

课堂教学之初，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回顾案例，随后学习小组长以 PPT 方式来进行问题阐述，组内其

他成员可以进行补充，完善对问题的回答。随后以小组为单位上交案例分析结果，由教师进行评分，纳

入到学生平时成绩。在课堂讨论期间，教师应借助不同方式来想办法调动和激发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

确保每一位学生参与期中。教师应该适当参与，对学生讨论情况加以科学引导，使学生能够系统全面地

介绍案例中涉及知识点。在讨论期间，学生对有关问题存在争执时，教师需进行耐心指导。 

3.3. 案例评价总结 

小组完成分析汇报后，教师对每组的分析结果予以评价，肯定和鼓励一些回答和阐述问题比较全面

的小组，同时也指出有待优化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汇总案例，为学生讲解分析问题的思路，并为学生提

供参考答案。此外，必要情况下，教师可结合教学实际对部分知识内容进行额外补充，强调课程中的重

点知识内容，引导学生增加对知识的掌握。最后，通过教师集体备课，总结教学经验，修正案例细节，

强化知识要点，拓展知识领域，使整个教师团队知识不断更新，以适应教学要求。 

4. 增设课程思政内容 

我们采用设计问题、课堂提问、小组讨论、学生代表发言、老师点评、课后作业、网络平台互动、

微信交流以及课后问卷调查等手段，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医学寄生虫学线下课堂。增设的课程思政内容通

过大班讨论课(解释一下，具体多少人)和小班讨论课(解释一下，具体多少人)进行，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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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大班专题讨论课 

在 2 学时的大班专题讨论教学中，增加“爱国主义教育、卫生意识和健康饮食教育”的思政教育内

容，增强学生学习热情，引导学生更加关注公共健康。 

4.1.1. 爱国主义教育 
以寄生虫病为分析对象，汇总并分析疾病流行与防治情况。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寄生虫病流行

猖狂，成为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一类疾病。寄生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条件差，劳动工具落后，

劳动无保障，宣传教育不到位，医疗条件差，身体抵抗力弱等因素。这些因素与当时的劳动者经济和

生活水平密切相关[5]。在建国初期，我国 5 大寄生虫病感染人数巨大，有 300 多万人感染疟疾，有 1160
万人感染血吸虫病，有 2 亿人感染钩虫病，有 53 万人感染黑热病，有 3099 万人感染丝虫病，这些疾

病无论是从致残率上，还是从死亡率上，均处于较高的水平，严重威胁到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5]。党

和政府发动群众，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将疟疾和血吸虫病得到

有效控制，患者人数和流行区域大幅减少；1958 年，黑热病在我国被基本消灭；1994 年基本消灭丝虫

病；2006 实现阻断丝虫病的传播[5]。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政府不忘初心，坚持加大

对疟疾和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目前，我国已经连续 4 年无疟疾本土病例，2020 年 11 月正式向世界卫

生组织递交了国家疟疾消除认证的申请，血吸虫病也处于基本控制的水平。根据权威预测，到 2025 年，

血吸虫病将被基本消灭。这些寄生虫病成绩的取得归功于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坚定的政治承诺、科技

队伍的奉献精神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昭示了我国现行体制的强大生命力和医疗卫生方面取得的长

足进步。 

4.1.2. 卫生意识及健康饮食教育 
在分析食源性寄生虫病基础上，指出其发病趋势正先后历经从原有的卫生、贫困为主要原因转变为

目前的环境改变、行为因素等方面，由自然灾害向人为所致灾害的转变；土源性寄生虫感染率呈现出下

滑的状态，但是输入性寄生虫以及食源性寄生虫感染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考虑日常案例，

提升学生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饮食方式，使学生更加关注公众健康。比如，在课堂教学中，

以“香香嘴螺肉”案例为例进行教学。这起群体事件造成 160 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给食客造成严重

的身心伤害，酒店也为此付出巨额经济损失。通过这一案例，能够引导学生进一步加深对食品安全问题

的关注[6]。 

4.2. 小班讨论课 

在 6 学时小班讨论中涉及的不同章节，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典型案例等，设计思政案例，

将专业知识和人文教育有机结合，对学生进行奉献精神和仁爱精神以及创新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科

学的价值观念。 

4.2.1. 原虫部分 
设置“为什么我国黑热病能在 1958 年达到基本消灭”的讨论题目，引出寄生虫学家钟惠澜为了研究

犬的黑热病病原体能否使人致病，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将病犬骨髓液注入其体内。我国科学家在世界

上第一次确凿有力地证实，犬体内的黑热病病原体对人具有很强的致病性。这一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

为黑热病的消灭奠定重要理论前提[7]。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因其在创制抗疟药物青蒿素及双氢青蒿素中

所做的突出贡献，获得了我国首个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在从青蒿中进行青蒿素提取期间，团队 2000
余人参与该项研究，先后历经 190 余次失败。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体现了科学家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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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队协作精神[8]。同时，也引导学生重视中医中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增强爱国主义教育。 

4.2.2. 吸虫病部分 
设置“发生洪涝灾害哪些地区会引发血吸虫病的流行，应如何预防？”的讨论题目，引出我国在防控

血吸虫病过程中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等论题。医学无国界，教育学生要将好的经验传播至全球。将曼氏

血吸虫病疫苗人体试验案例引入课堂教学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8/02/seventeen-volunteers-let-worm-live-inside-them-help-defeat-dangero
us-disease)，让同学们探讨该实验是否可以应用到日本血吸虫，围绕作为一名医学生是否愿意成为志愿者

等话题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进行资料收集汇总，在课堂中予以介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2.3. 线虫部分 
设置“为什么小小的丝虫会引发巨大的橡皮肿？如何预防和治疗丝虫病”等讨论题目。指出将淋巴

丝虫病传播予以阻断的基础上，在长时间对比及实践研究中，颁布乙胺嗪药盐普服方案。人群普遍服药，

从而消灭传染源，对淋巴丝虫病的控制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一策略为我国消除丝虫病指明了方向。经过

长期实践，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丝虫病防治之路。通过讨论，同学们认识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

灵魂。不断努力创新，坚持科研为防治服务的方向，才有了目前这样的成果[9]。 

4.2.4. 绦虫部分 
设置“绦虫成虫体型大，其对人体的危害远大于幼虫是否正确？”等讨论题目。介绍棘球蚴病的危

害性，加深学生对棘球蚴病的深入认知，令学生意识到该疾病在国内西部牧区发病率较高，是一种人兽

共患寄生虫病。棘球蚴病不仅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畜牧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是棘球蚴病流行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几年，在做好棘球蚴病防治上，不断增

加投入，做好人群筛查，为牧民普及相关知识，做好专业人才培养。同时，综合运用政府补贴、新农合

等政策，当地彻底实现了棘球蚴病治疗费用全覆盖，极大的减轻了当地民众生活负担[8]。 

4.2.5. 医学节肢动物学部分 
设置“以蚊治蚊：灭蚊黑科技的生态难题”这一探索性案例讨论，引出寄生虫与环境保护有着密切

的关系，让学生认识到，病媒节肢动物重在控制，而不是消灭，我们只需要把病媒节肢动物的种群数量

控制在不足以危害人类健康的水平即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还要从我

做起，进而影响身边人，号召大家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1]。 

5. 结语 

为全面推进高水平教育教学建设，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温州医科大学医学寄生虫学课程融合“以

学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和信息技术手段，综合运用“混合式教 + 学模式”来改进课堂教学方式，促

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目前，本课程的线上部分已全面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与此同时，为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入挖掘医学寄生虫学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课

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推动课程思政改革，我们在线下案例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以及设置

融入课程思政的问题讨论。此外，综合采用理论阐述、案例分析、分组讨论、提问答疑等方式，阐述课

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医学寄生虫学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为

我国培养兼具爱国精神、奋斗精神、敬业精神的高素质和高质量医学人才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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