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5), 1353-1356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5224  

文章引用: 闫鑫磊. 课程思政融入人体生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J].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5): 1353-1356.  
DOI: 10.12677/ces.2021.95224 

 
 

课程思政融入人体生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 

闫鑫磊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1年7月26日；录用日期：2021年10月14日；发布日期：2021年10月21日 

 
 

 
摘  要 

思想政治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精神传承价值和德育价值。人体生理学是食品专业一门重要的基础学

科，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实践性强等与思政课相似的特点。该研究结合人体生理学的课程特点，挖掘

人体生理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结果表明，将思想政治教育适度引

入人体生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培养，还可以在思想教育方面达到价值

引导的目标，对提高教学效果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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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important for its historical, spiritual inheritance and moral 
education value. Human physiology is a basic subject of food specialty. This course has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strong theory,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so on,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hu-
man physiology and combin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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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ur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rodu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human physiology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knowledge content and cultivat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but also 
achieve the aim of value guidance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which improved positive effec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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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

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教育部为具体落实思想提出了“同向同行，

教书育人，推进课程思政”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在校学习德育思想的重要载体，思政课拥

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等特征，在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也具有帮助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特殊意义，这就要求高校在专业知识培养中注重学生的

思想教育，在不同学科的教学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学生思想德育的培养，使学生的思想德育水平不断提高，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迎接未来的挑战。 
人民生活水平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使原本只追求吃饱吃好的的理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健康养

生的饮食习惯成为了主流。因此，膳食营养均衡性、食物与人体微环境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1]。将来食品专业的学生大概率会从事食品安全检验、食品质量检测、营养师等相关工作，因为食品

与人体健康联系紧密，想要在工作中熟练运用所掌握的各类知识，就必须打好课程基础。人体生理学是

生命科学中的主干基础[2]，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在正常状态下机体各组成成分生命活动的过程、

规律和机制的学科。想要学好生理学首先要熟练掌握相关理论，其次充分进行实验仪器的使用和实验技

能的训练，才能够把相关理论与实际更好地结合。 
人体生理学是一门拥有较强理论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的学科，根据课程特点把“课程思政”和人体

生理学在教学方法上进行结合意义重大。探索思政课和人体生理学在知识点上的相似点，并在人体生理

学知识讲授的同时实施课程思政，可以使理论知识的讲解达到立体的、多元化的呈现效果，从而提高学

生对专业课程的兴趣和信心，同时还可增加师生互动，使课堂氛围更加轻松活跃。思政课和人体生理学

在教学方法上融合恰当具有更高效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双重目标的意义，也是高校人体生理学

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2. 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思政教育一直备受教育部关注，并且在各大高校中广泛推广，但在推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第一，部分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理念的不重视，很少把该理念付诸实践；同时人体生理学作为自然科

学类学科，教学内容更加偏向于科学原理、技术操作等，与思政教育结合较困难；另外教师对于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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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进行思政教育还存在争议[3]。第二，教师缺乏思政教育的经验，大多数教师只具备对专业知识

进行讲授的能力，没有具备将课程与思政教育结合的能力，只是将思政知识呆板的加入课程中，从而导

致专业课上成了政治课，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第三，对于教师的思政培训不足，各大高校缺少对教师

进行系统的思政教学的培训，缺少思政教育的相关教材，导致教师难以开展工作。 

3. 结合的具体措施 

人体生理学作为高校多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蕴涵着丰富的生命观念，具有丰富的思政元

素，在育人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 

3.1. 挖掘人体生理学中的思政元素 

人体生理学的学科内容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若想使课程改革的效果显著，首先就要深

刻挖掘和提炼人体生理学中的思政元素。例如，人体与外界环境相适应的规律机制，反映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观点中“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4]；人体生理学还阐述了人体的各个器官和系统之间相互联系、

互相协作，这一知识点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人体正常的生命

活动还依赖于内环境的相对稳定，相对稳定是一种动态平衡[5]，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运动、变

化和发展的最根本规律。“课程思政”的结合可以引导大学生从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和顺应规律的角度

思考问题，用心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形成科学的立场、观点和逻辑思维，从而使人体生理学的教

学改革达到理想的效果。 
人体生理学有明确的价值引导取向，课程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要平台，同时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载

体之一。各类学科教学中“课程思政”引入，其本质是实现思想指引的目标。实现“课程思政”最重要

的一步就是找到具有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知识点，以载体课程内容教学为主，有机的融合思想政

治教育，增强课程的人文教育价值。例如，当代大学生独立意识强，团结协作意识较薄弱，教师可以通

过讲授生理学中构成人体的八大系统这一知识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认识到在社会中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在人体生理学与“课程思政”结合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和完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也可以使学生的逻辑思维得到锻炼，着力铸牢理想信念教育，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动力，在

未来实现人生目标[6]。 

3.2. 构建教学案例，改革课堂授课方式 

首先引入英雄事迹，激发学生兴趣。因人体生理学特有的学科特点，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生理

学发展史，并涌现了许多英雄故事、医学故事和数不清的英雄伟人。结合相关课程内容，可以适度引入

讲述学科发展史和学科故事，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例如，我国医学教

育家、生理科学界的奠基人蔡翘，1920 年代首先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蔡氏

区）；中国生理学家冯德培，他发现了肌肉被拉长引起的放热现象，被称为“冯氏效应”；中国工程院

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具体故事的讲

述和引入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党及国家的热爱之情。 
然后依据教学目的构建教学案例。例如，在讲述“内环境稳态”章节内容的理论知识后，以“环保意

识”为题构建符合食品专业的教学案例[7]，引出自然环境的稳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设计案

例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教学目标：要求学生明确区分内环境的概念；熟悉内环境的组成及各部分功能。 
其次，思政内容与关键问题的设计，应根据教学目的及主题，问题内容的设计，将课程知识点与思

政元素融合，尽量涵盖不同章节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整体、深入地理解人体生理学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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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述思政内容构建时，在讲述“神经系统”时，可以联系到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由此又可以和

“血液循环”的生理学知识有机地结合，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不仅有机融入了思政内容，而且使

已学内容得到了复习，学生整体、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最后，对于改革效果的课堂讨论采用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通过不同小组的学生对学习效果进行分

析与讨论，及时进行改革优缺点的归纳总结。要对学生讨论过程中不同观点、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点评和

解说，并着重强调思政课程和人体生理学融合中涉及的关键问题及容易出现错误的知识点，最终达到提

升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和参与度的目的。 

3.3. 改革考核方式及制度 

建立健全的多元化考核方式，将思政教育成绩融入到专业课程考核中，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

考核，激励教师不断创新，将思政教育与人体生理学有机结合到一起，挖掘更加有效的方法传授思政内

容。同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学到专业知识同时可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增加教师培训时间，让思政教育专业教师对人体生理学授课教师进行培训，同

时共同制定学生授课方案，充分发挥学校资源，引导教师逐步改变传统教学方式。 

4. 结语 

综上所述，因为人体生理学和思政课在课程性质上有很多相似点，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人体生

理学的许多知识点都可以与思政内容结合。但在结合过程中，需要运用语言技巧做到自然过渡，切记不

可生搬硬套，影响专业课的教学。主课堂教学内容是人体生理学，思政元素的融入旨在加深对主课知识

理解的同时引起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故融合频率不可过于频繁，否则会反客为主造成学生对学习知识

兴趣下降的反效果，遵循的原则就是：“相似才相融、喧宾不夺主”。若想进一步提升结合效果，就需

要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充分的发掘和更全面提炼[8]。人体生理学的课程结合课程思政，使课程思政与

课程教学一起，达到教育学生、提升教学的双重目的。在教学实践中强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总导向，

全面贯彻当代教育方针。 

基金项目 

内蒙古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NDYB2016-10)。 

参考文献 
[1] 李凤元. 当前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 医学动物防制, 2015(5): 511.  

[2] 孙卫国. 人生理学教学改革思路[J]. 卫生职业教育, 2012, 30(6): 57-58.  

[3] 李旭芝. 高校“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20.  

[4] 陈红梅, 蔺美玲, 张伟, 等. 医学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改革探析[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19, 27(6): 
1051-1054.  

[5] 王志均. 生命科学今昔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119.  

[6] 王振雷. 论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三维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10): 72-75.  

[7] 张成标, 刘勇林, 高利平, 等. 人体生理学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择与构建[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19, 15(11): 
43-45.  

[8] 张海英, 张淑红, 牛永刚, 等. 浅谈人体生理学教学在大学生“三观”教育中的精神引领作用[J]. 生命的化学, 
2020, 40(12): 2290-2296.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5224

	课程思政融入人体生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
	摘  要
	关键词
	Education Reform on Incorporating the Concept of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o Human Physiology Cours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3. 结合的具体措施
	3.1. 挖掘人体生理学中的思政元素
	3.2. 构建教学案例，改革课堂授课方式
	3.3. 改革考核方式及制度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