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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挖掘《病原生物学》课程思政要素，探索护本《病原生物学》课程中实施课程

思政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护生从事护理行业的信心、决心和责任心，培养坚定的、合格的护生，减少护

理人才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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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COVID-19 outbreak,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of Pathogen Biology, and explored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implementing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Nursing Undergraduate’ Pathogenic Biology cours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nfidence, 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to engag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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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industry, cultivate determined and qualified nursing students, and reduce the loss of 
nurs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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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护理人员每天需忍耐穿着防护服的各种不适给患者进行生命体征

监测、吸氧、心肺复苏、雾化吸入、输液、采血、吸痰、痰标本采集、咽拭子标本采集等高强度的护理

操作，还需时刻警惕，避免发生稍有不慎所造成的感染或传播感染的风险。部分对专业知识掌握不精、

行业热情度不高、思想道德认识不足的护理学生因惧怕护理工作的高强度，及出现纰漏造成感染的风险，

毕业后即放弃本专业而转行，造成护理人才的流失。根据国家卫生部官方微博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底

我国共有注册护士 450 万，但离职率为 2.15%，甚至有 3.09%的医院护士离职率和民营医院的护士离职率

高达 10%以上[1]，与我国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护理人员需求日益增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2] [3]。本

文就《病原生物学》中如何挖掘思政要素，如何将思政与教学渗入展开，以期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增

强学生从事护理行业的信心、决心和责任心，培养坚定的、合格的护生，减少护理人才的流失进行探究。 

2. 《病原生物学》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课程思政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强化课程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为核心，以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为目的，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现“全

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普通民众对传染病的危害有了深刻认识，《病原生物学》为护理专

业的必修课程，课程中即涉及到导致各种传染病的微生物，通过本门课程学习不仅可了解掌握各类病原

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免疫性、检查方法及防治原则，亦可让学生掌握一些微生物基本知识、

无菌操作的要求及自我防护的方法。但学习本课程时，学生尚处于医学基础学习阶段，对临床知识不清，

尤其是由各种病原微生物所致的传染病，对其传播现象恐惧、但对其病原体、传播途径不清、防治措施

具有误区，怕接诊感染者，歧视患者，甚至于学医态度不坚定，有机会便想转专业。故在《病原生物学》

实行课程思政必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可通过挖掘《病原生物学》的思政要素，通过恰当的思政渗入，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习动力的同时，增强学生从事护理行业的信

心，决心和责任心，培养坚定的、合格的护生，减少护理人才的流失。 

3. 挖掘课程思政要素 

《病原生物学》是医学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与医学生的专业素养、人文情怀、敬业精神密切相关

[4]。在掌握医学微生物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挖掘思政要素，注重价值引领，让学生了解典型社会事件、

医学人物事迹，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医生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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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医学学生；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努力培养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医学专业人才。 

3.1. 挖掘《病原生物学》课程中的爱国主义历史 

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病原生物学》的发展史中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

育资源。比如在介绍预防天花的牛痘苗的来历时，牛痘虽是由英国人 Jenner 所发明，但它的原理来源于

我国的“种人痘”(《牛痘新书》记载唐开元年间)，且我国的“种人痘”比牛痘苗预防天花病早了 800
多年；在讲脊髓灰质炎病毒时，通过短视频观看了解了“糖丸爷爷顾方舟”的生平事迹，他为我国消灭

脊髓灰质炎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讲疟原虫时，介绍了我国诺贝尔医学奖第一人屠哟哟，她在 80 岁时因发

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讲鼠疫杆菌时，可介绍我国学者伍连德，在 110 年前，用“封城”打赢了肆虐东北的超级鼠疫，进一

步理解我国在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防控政策。这些生动的事例可有效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增强民族自豪感，振奋他们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学习。 

3.2. 挖掘《病原生物学》中科学严谨作风的事例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医务工作者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和弄虚作假，在《病原生物学》的学习中，

因研究对象是可导致人发生感染，甚至导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恐怖活动的病原体，比如这次的新冠病

毒，故更需要具有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态度。在思政的同时，要求学生学习掌握这些微生物的生物学

特性、正确的消毒灭菌方法、所导致疾病的传播途径、疾病特点及防治方法，用科学的方法、严谨的作

风、端正的价值观才能正确的防范病原微生物造成的医疗事故和恐怖活动的发生。学生收集医院内无菌

操作的案例，如进手术室、如这次新冠疫情中进隔离病房、带 N95 口罩和防护用品，这些严谨的措施，

既可保护自己，又可防止交叉感染。而医务工作者带成人尿不湿、脸上 N95 口罩的印痕或压伤、克服穿

防护服的不适，同时又能深刻感受医务工作者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 

3.3. 挖掘《病原生物学》中献身医学的素材 

《病原生物学》的发展史中有无数医学先驱为解决人类病痛，都曾刻苦研究，不屈不挠，奉献自己

毕生精力，做出伟大贡献。如在讲沙眼衣原体时，介绍了我国学者汤飞凡的生平事迹，他在 1956 年用鸡

胚卵黄囊接种法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并将分离物接种于自己的眼结膜，验证接种是否成功，

否认了前人研究沙眼衣原体为细菌的结论。并故意不及时治疗，记录临床表现，为后续沙眼衣原体的临

床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由此获得国际沙眼防治组织颁发的金奖，为我国在国际医学领域获得第一枚奖

牌；在这次疫情中 84 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还有全国多名奔赴湖北的医护工作者，他们是最美的“逆行

者”，甚至有多名医务工作者被感染，献出了生命。学生们被医学工作者们这种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感

动，从中也认识到医疗事业的艰辛与伟大，有助于培养顽强拼搏的探索精神。 

3.4. 挖掘《病原生物学》中传染病防治不当的案例 

目前传染病依然是我国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尤其是 2020 年的新冠疫情爆发，已让全球 5 亿多

人发生感染，死亡 600 多万人，不正确的防范措施，对患者的歧视态度，是造成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因素，正确的防治方法可减少疾病的传播，甚至挽救生命。《病原生物学》要求学习各种引起传染

病的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传播途径、防治原则。这些内容学生可学以自用，学会自我防护，同时可让

学生走入非医人群中进行积极的宣传，传播常见传染病如艾滋、狂犬病、乙肝、结核、流感、新冠肺炎

等传染病的正确防控知识，为人类共同防治传染病作出贡献。可挖掘不当的传染病防治措施案例，让学

生认识医学知识的重要性，及传播正确医学知识的重要性，甘愿奉献社会，做一个有担当的医学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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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生作为医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比如在讲狂犬病毒时，列举一则新闻，一名扫地工儿子被狗

咬伤后，因防治措施不当，导致这名扫地工死亡的案例，学生认识到正确防治的必要性同时，也会增加

到非医人群中进行知识传播的责任感；在讲乙肝病毒时列举新闻中某高校博士生因患乙肝自杀的案例，

导致死亡的原因除患疾病，还有患者受到的歧视态度，可激发学生学习乙肝病毒的相关知识及正确防治

乙肝的措施，并增加学生传播乙肝知识，纠正人群对乙肝歧视态度的决心。 

4. 多种方式教学，思政和专业并举 

在本课程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翻转教学、角色扮演、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将涉及爱国主义、

医学伦理思考、科学诚信、爱岗敬业、科学严谨等思政内容融于专业教授过程。 

4.1. 课堂翻转中渗入课程思政 

翻转课堂让教师的角色由“知识传授者、课堂管理者”转化为“学习指导者、促进者”，学生由“被

动接受者”变为“主动研究者”[5]，课堂形式由“课堂讲解，课后完成作业”变为“课前学习，课堂研

究”，课堂内容由“知识讲解传授”变为“问题研究”。在翻转中有机融合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可更好

的进行专业知识的讲授和思政目标的实现。 
以消化道感染的细菌这一章为例，首先引入一消化道感染案例(案例主要涉及一则关于霍乱弧菌感染

的案例)分别提出：“什么系统感染？”“什么疾病？”“什么病原体感染的可能性大？”“该如何采集

标本及采集标本的注意事项？”“该如何进行生物学检查？”“致病物质及致病机制是什么？”“该如

何防治？”等一系列问题。作为课前学习目标，学生分组分别学习了埃希菌属、志贺菌属、沙门菌属、

弧菌属的微课视频，并制作相应的学习 PPT，在课中，由老师首先引入课堂，之后由学生分组选出汇报

人员，汇报后让学生判断是否为案例所述病原体。学生有像侦探破案感觉，提出判断结果及主要的判断

依据，最后分组讨论，一一回答之前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病例牵涉是一例霍乱病例，霍乱为甲类烈

性传染病，具有强传染性和致病性，于是通过“2011 年海地霍乱，需要大批援助的医务工作人员”引出

“作为医务工作者是否意愿前往”的思政问题投票。在看见海地霍乱的照片场景时，只有极少数同学选

择愿意，于是将病原体相关知识把握，可加强自我保护到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使命进行了阐释，学生对

参与传染性疾病护理工作的畏惧态度得到了释然。在介绍完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免疫性、微

生物学检查方法、防治原则后，再次投票，意愿度大大增加。由于翻转课堂具有让学生自己掌控学习，

增加学生和教师互动和个性化沟通的特点，在课前已经深入了解过相关病原体的背景材料，专业知识掌

握更加牢固，在课中课程思政内容的引入，让学生对内容会有融入感，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并能同时

培养学生科学的而非盲目的为医学的奉献精神。 

4.2. 案例教学结合思政讨论 

在病原生物学的各论部分，将介绍各种引起疾病的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可将富含思政要素的案例

渗入到课程内容的引入、各病原生物的生物学性状、致病性、防治方法的讲解过程中。以 HIV 病毒介绍

为例，通过引入了贺建奎基因编辑胎儿的事件案例，让学生讨论其中所涉及的医学伦理问题、科学诚信、

虚假宣传等问题，并同时提出该事件中的科学方法是否具有依据的问题，从而引出关于 HIV 的形态、结

构、复制增殖、培养特性等内容的介绍。案例不仅涉及科学前沿、医学伦理，还能较生动性地诱导学生

主动思考这当中的科学诚信及科学依据的问题，培养正确的医学科学态度，并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通过引入某些医护工作者不愿救治艾滋病者，令其转院的事例，并同时发起是否愿意接诊艾滋患者意愿

的不记名投票，引入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的介绍，学生在了解艾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和不会传播的低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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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后，对患者的歧视态度会得到改观，从而培养科学严谨的作风和高尚的医德医风。通过引入艾滋病患

者故意报复社会通过一夜情导致某女感染的案例，引出关于艾滋病的防治措施介绍，学生通过此了解阻

断药的重要性，及普及民众对阻断药认知的重要性，同时培养学生洁身自爱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华

裔科学家何大一发明了鸡尾酒疗法、及“柏林病人”的介绍，认识到人类在抗击 HIV 感染过程中取得的

成就与不足，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艰巨性。 

4.3. 思政角色扮演与教学内容的融合 

2020 年新冠肺炎爆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

一心，共同战疫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成为全世界控制疫情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教学过程中，课前常

与学生讨论当前的新冠疫情状况，分析病原体的变异现象、发展变化，同时感受医护工作人员的献身精

神及我国政府珍爱人民健康的制度优越性。在介绍中适时插入角色扮演，利于知识点的引出和思政内容

的渗入。比如在介绍消毒灭菌章节时，引入具有思政元素的话题，进一步引入医学生应该学好消毒灭菌

知识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这一主题。通过提问“新冠疫情期间，你作为以下身份(普通民众、医护工作者

及医学生)，该怎么做？”让学生进行身份选择，角色扮演，并阐述选择该身份后在疫情期间的正确行为，

作为普通民众的同学，会体会到听从科学家、听从国家号召的重要性，从而培养爱国主义、尊重科学的

思想；作为医护人员的同学，会体会在大疫面前医护公众人员义不容辞的献身精神，播种下医者仁心的

种子；作为医学生的同学，会体会到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任重道远，需脚踏实地认真学习，从而提高学习

的动力。具有思政要素的角色扮演引入教学内容，自然顺畅，学生在感恩国家的正确决策、感恩医护工

作者的无私奉献的同时，会意识到学好防疫措施的重要性，而消毒灭菌即为早期防疫的主要措施，故激

发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4.4. 课后作业中思政内容的融入 

通过学习通平台设计课后思政讨论话题，比如“关于超级细菌的形成，作为医护工作者该怎样做？”

培养学生专业严谨的医学态度；“遇到艾滋患者，你的接诊态度是？”了解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后，救

治传染病患者的态度是否有改变，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思政，培养学生责任心和救死扶伤的医德医风；在

介绍目前传播态势依然严峻的病原体，如结核杆菌、乙肝病毒、HIV、狂犬病毒、流感病毒时，让学生

分组开展相关认知情况的调查任务，尤其是针对非医人群进行。比如在本期教学中，学生陆续开展了关

于结核、新冠肺炎、乙肝、艾滋病、狂犬病的关于病因学、感染方式、防治措施等认知情况的调查。在

介绍相关章节后，学生分组对相关内容进行搜索，使用问卷星软件，设置好相关问卷内容，发回教师检

查后，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发放至学生加入的各种群，再进行网上问卷回收，目前狂犬病调查参与 48 人，

过敏反应参与 33 人，艾滋病参与 30 人，新冠肺炎参与 93 人，结核参与 39 人，乙肝参与 16 人。大部分

问卷的设置是填写答案后能出现正确答案，从而达到能及时纠正错误认知，宣传防病治病的作用。在此

过程中，学生需充分熟悉相关的专业知识内容，同时需学习调查表设计、调查工具使用及资料回收及统

计分析方法。能较好的培养学生的综合知识学习能力，另在问卷调查发放中，可锻炼学生与陌生人沟通

的技能；通过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获取了防治传染病的正确知识，有利于传染病的共同防治，对社会做

出贡献，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5. 小结 

后疫情时代下，疫情的传染性、抗疫工作的辛苦性、危险性会导致护理人才的流失，及护理专业的

转专业率增高，尤其是不坚定的学医者。《病原生物学》是护生较早能接触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基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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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原生物学》中进行课程思政，让其成为坚定的学医者，可减少转专业的几率，减少护理人才的流

失。本文中结合疫情，充分挖掘《病原生物学》相关的思政要素，探索思政要素与专业知识融合的教学

方式，课内翻转、角色扮演、案例教学、课后思政等，将思政内容渗入教学的课前、课中及课后过程。

注重价值引领，爱国主义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爱岗敬业、献身医学、医者仁心等思政目的的培养，

最终目的是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从事护理行业的信心、决心和责任心，培养坚定的、合格的

护生，减少护理人才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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