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2), 10565-10569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629    

文章引用: 曹红亭, 曹相玫, 常越, 徐涛. 将思政案例融入到病理学教学的方法研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12): 
10565-10569. DOI: 10.12677/ae.2023.13121629 

 
 

将思政案例融入到病理学教学的方法研究 
——以冠心病为例 

曹红亭，曹相玫，常  越*，徐  涛* 

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宁夏 银川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9日 

 
 

 
摘  要 

思政课程是一门基础课程，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讲好思政课程是每一位高校教师

需要终身学习的内容。本文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出课程建设和将思政案例融入到病理学教学

的案例设计中，以及课程的评价和思政案例的挖掘的特色等，浅析将科学家精神融入到病理学思政教学

中的意义，为推动科学家精神进入课堂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为培养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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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tha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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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How to tea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ell is a lifelong learning task for every 
university teacher.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approaches to course 
construction, case design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to pathology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rse evaluation and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into path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teaching,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scien-
tists into the classroom,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builders with contempo-
rar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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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心血管系统疾病已经成为我国非常高发的疾病，也是造成生活中人群猝死最常见的疾病，认识

和掌握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是医学生必修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的融合的方式，让学生

理解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的病理变化，进而理解临床症状与病理的联系，达到对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规律

进行学习的目的。本文选取某一期《病理学》课程的内容，通过介入科学家精神的思政元素，让学生体

会到科学家为人类健康事业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同时让学生感叹目前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目的是让

学生领会到科学家们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让学生们不断地理解和践行医学誓

言——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2. 病理学课程建设的目标 

《病理学》是一门通过研究疾病的发病本质，从而揭示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重在阐明疾病本质的

医学学科。一是系统性和逻辑性强，教学内容充满唯物辩证法，要求学生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和方法

看待和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二是科学性和客观性强，在对疾病的认识和判断上，要求真务实、实

事求是，坚持追根溯源、融会贯通；三是指导性和实用性强，在临床上，病理学知识可以分析和解释病

情，同时还可以指导临床的治疗工作。基于病理学课程的三个性质，决定了病理学是连接基础与临床的

桥梁学科[1]。《病理学》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各个器官系统疾病的基本病理变化，继而熟悉疾病的原

因和发病机制、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形态和机能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临床表现。在课堂上通过设置一

部分自主学习内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验教学通过小班临床病理讨论，训练学生独立思考能

力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通过设立教学名师专题讲座，为学生讲解现阶段前沿理论知识，使学生及时

了解某些科学前沿的最新动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思考方向；通过临床医生授课，使学生提前接触临

床相关理论和实践知识，开阔学生对疾病的思考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今后学习临床相关课程奠

定扎实的基础。通过课程学习与思政案例的融合，从这三个维度达到思政育人目标：1) 价值观念：培养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科学观；2) 能力素质：提高学生情绪控制、适应、共情、沟

通、协作、辩证思维、创新、终身学习等方面的综合能力；3) 品德素养：引导学生建立尊重、博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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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开放、迎难而上、身心平衡、兼容、和谐、共生的良好品德。 

3. 课程思政在病理学教学中的建设 

3.1. 深入挖掘思政融合切入点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思政课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的

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做好高校

思政教育是培养青年一代有生力量的重要一环。因为高校肩负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办好思政课、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

[2]。在以往教学活动中，教师更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忽视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3]。
病理学是一门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课程，病理学与专业相融合，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救

死扶伤的精神，有助于培养担当名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思政元素挖掘的依据：课程紧扣病理学教学大纲，我们采用一依据三结合四融入的模式。依据病

理学学科和专业特点；结合学生未来所从事工作的职业素养要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结合国际国内时事进行病理学教学内容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按照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中的育人规定，

重新认识和梳理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课程教案、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等各方面之中，实现课程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统一。 
2) 思政的融合点和案例内容：在冠心病的讲解中“介入放射学之父”多特的故事和历史上第一例心

脏导管术试验——福斯曼的故事。多特用导丝和 Teflon-聚四氟乙烯导管一点一点地将患者阻塞的动脉进

行扩张，最终恢复了患者脚部的血液供应。1964 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的论文，

由此开创了“介入放射学”这一新的医学领域。“福斯曼”作为亲手将导管插向自己心脏的“科学狂人”，

发明了心脏导管术的，该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种全新方法，并因而开辟了世

界心血管研究和治疗的新纪元。以上两个案例能够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冠心病的治疗有机融合，符合

课堂教学的内容。此外还可以让学生体会出科学家们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让

学生们不断的理解和践行医学誓言——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3.2. 视频播放，课前导入 

目前心血管系统疾病已经成为我国非常高发的疾病，也是造成生活中人群猝死最常见的疾病，认识

和掌握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是医学生的重要内容，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融合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常见的

心血管疾病的病理变化，进而理解临床症状的出现与病理的联系，达到理解和掌握冠心病发生发展进程

的目的。通过播放生活中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及冠心病急性发作而倒地的真实案例的视频，将课程内容

进行课前导入。并提出相关的问题：视频中的女性可能是什么疾病发作？在学生层面上，可以引发学生

对本章学系内容的思考，同时还可以集中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课堂层面也可以起到承上启

下的作用，做好教学铺垫。 

3.3. 介入案例，引发思考 

引入课堂后，进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讲解，在讲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特点及狭窄分级时，

通过视频显示冠状动脉造影下血管腔狭窄的影像表现，一方面让学生看到并理解掌握活体时如何去观察

血管腔的狭窄程度，另一方面让学生看到现在医学科学的发展，并感叹医学世界的奇妙之处；这时引出

“介入放射学之父”多特和心导管术创始人福斯曼的故事，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的治疗方式相

呼应。课堂上以总结概述的方式为学生讲解多特和福斯曼的伟大故事，并将相关案例的视频和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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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在线学习平台，通过资料分享的方式发送给学生，让同学们在课后详细观看。在此处也利用了在线

学习平台线上教学的功能。通过以上思政案例的介入，让学生能够体会出为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科学

家们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让学生们不断地理解和践行医学誓言——为祖国医

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4]。 

3.4. 现场提问，启发兴趣 

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入到冠心病，在讲到冠心病的病因及机制时，让学生思考：生活中的冠心

病患者会有哪些特殊的生活习惯？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将疾病与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因素相结合，例如是否

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情绪激动、高盐饮食、久坐不动、过度劳累和家族遗传性等因素，达到从“因”

开始认识疾病，同时让学生意识到哪些人群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做到防病优

于治病的思维。 

3.5. 总结完善，首尾呼应 

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带领学生回顾课程内容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特点及冠心病的类型，见图 1；
通过播放视频案例对疾病进行复习总结；最后再次对学生提出问题：生活中碰到冠心病的急性发作我们

该如何处理？引发学生思考，加深学生对案例和知识点的巩固。此处也体现了与课堂导入的内容首尾呼

应，课程设计完整。 
 

 
Figure 1. Four clinical typ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图 1. 冠心病的四种临床类型 

4. 过程评价和效果评价 

4.1. 思政要素评价 

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科学家精神所蕴含的内涵和价值，推进科学家精神与高校课程思政的知

识耦合，坚定对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强化大学生责任担

当，形塑大学生健全人格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思政要素当聚焦时代要求。用科学家精神影响

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激发当代大学生投身科研事业的激情和自信，鼓励当代大学生勇攀世界科

技高峰，既是当下高校思政工作的重点工作，又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手段。思政要素还当鲜活思政教

育。思政课堂是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主渠道，将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是思政课内容体系构建的时代要求。

完善思政教育内容体系，寻找思政课堂的合适切入点，丰富教学内容，与时俱进，用好大数据、虚拟仿

真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科学家精神与思政教育创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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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学过程评价 

针对“教师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双维反馈，对于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增强教育实效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教学过程”要注重课前、课中、课后的考评项目设定，例如课前注重教师参

与集体备课、教案制定合理性全面性等；课中注重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安排、是否满足学生需求情况等；

课后检验教师对课堂内容的总结情况、随堂测试设置情况等。学生同样需要贯通课前、课中、课后的评

价，课前注重学生预习情况、学习动机、认知能力水平等；课中注重学生课堂状态、课堂参与和思维状

态等；课后注重学生对不同课堂内容的总结，随堂测试及课后作业完成质量等。此外，将思政元素融入

课堂可以强化教师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教师会意识到将德育教育和人文价值融入课堂的重要性，因此

会深挖思政元素，并潜心思考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会激发教师的创新能力和改进教学方法[5]。 

4.3. 教学效果评价 

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可以使课堂内容更加丰富和饱满，课堂氛围更轻松愉悦。学生能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建立科学家精神思想体系。思政元素的引入后，学生不会只面对枯燥的专业知识，会激发学

生的学系兴趣。在学习病理学的过程中，能够带着思考和探索的意识进行，面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能够主动面对并解决并达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水平的作用。 

5. 教学思考 

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认识到是否考虑到学生之间的差异。随着时代的进步，每一代学生所生活的环

境和所受的教育都不同，这就反映出，教学的对象是符合时代特色的逐渐年轻化的学生。因此在教书育

人的过程中，也要不断意识到每一届学生都存在细微的差异。因此教师除了要善于发现不同时代下学生

的特点，还要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学识和知识广度。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其次还

要考虑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效引导学生思考。当代的学生都是具有丰富的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因此在

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杜绝一味的灌输，还要适当地进行引导，将学生带入到课堂中，启发其思考。在课

堂的引导能力这一点上，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此外还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培养学

生的思考和理解能力，目的是培养学生在课后的自主学习能力，包括其总结、归纳、研究和探索的能力。

最后还要反思教学效果的追踪评价是否及时。教学效果的评价是最直观反应教学设计和质量的依据，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及时完善教学各个环节的考核依据，以便及时完善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和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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