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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将价值引领融入到专业知识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生理学作为蕴含丰富

思政元素的基础和重要医学课程，也已经在各大高校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思政教学，助力“立德树人”。

对课程思政实施的成效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对于进一步推进生理学课程思政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然而，

在课程思政教学成效的评价方面，研究和探索相对较少，可供参考的具体评价指标比较匮乏，完善的思

政成效评价体系尚未形成，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思政教学实践经验，总

结了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育人元素与目标，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对思政教学成效的评

价体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综述，希望通过丰富和完善评价体系，更好地指引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建设，

提升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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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at integrates value guid-
ance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has enjoyed popular support.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of physiology course, which is a basic and important medical course with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as also been carried ou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ll swing, helping 
to foster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An objective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is very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hysiology course. However, for the evaluation,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and explorations, the specif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reference are relatively scarce, 
and a 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therefore, further research and ex-
ploration are required. According to recent researches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recent years, we summarized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and goals, and 
combined with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idea,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d in-depth 
review about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By enriching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we hope it can better guide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of physiology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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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程的教授过程中，将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以隐性渗透的

方式，融入核心价值观念，达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实现立德树人。现阶段，课程思政

教学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生理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医学课程，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生理学课程蕴藏着丰

富的思政教学元素，包括家国情怀、品格塑造、专业伦理、科学精神等方面，是实施课程思政的理想课

程。并且，大学生在一年级或二年级就开始学习生理学，在生理学课程教学中进行思政教学，可尽早对

学生进行正确意识观念的渗透与教育，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精英，意义重大。 
目前，很多高校都在生理学教学中开展了课程思政教学，并建立了思政教学体系。但其实施效果如

何，需要一个评价体系，即课程思政教学成效评价体系。科学、完善的思政教学成效评价体系，可以达

到指导和激励思政教学的目的，实现“以评促学”，利于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高育人质量，因而也是

课程思政教学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1]。在课程思政成效的评价方面，研究仍相对较少，且思政教学

的成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评价难以量化，实施难度较大，学者之间的见解也存在差异[2]，因此，尚

未形成完善的思政成效评价体系[3]。本文基于近年来的研究报道，总结了生理学课程中涵盖的育人元素

及可实现的思政教学目标(见表 1)，并从评价内容、评价对象两个方面，细致深入地探讨了如何进行生理

学思政教学成效的评价。在评价内容上，围绕思政目标展开，这是最主要最合理的评价方式，并辅以学

生对思政教学参与度及对教师满意度的评价；在评价对象上，以学生为主体，辅以同行专家评议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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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评价；在评价过程中，重视过程性和阶段性评价，坚持长效评价。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深入开

展及其成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将推动广大教师不断优化思政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使思政教

学不断完善并提升教学质量。 

2. 生理学课程思政育人元素与思政教学目标 

生理学课程涵盖丰富的思政育人元素，结合生理学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

通过融入这些思政元素，可以实现的重要思政目标包括：家国情怀、品格塑造、专业伦理、科学精神等

方面(见表 1)。 

2.1. 育人元素与思政目标——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包括党和国家意识，坚定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传播

中华优秀文化等。 
可在胰岛素的背景知识介绍中，导入我国科学家不畏艰难，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的事迹，提升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渗透爱国教育，从而实现科技强国、科技报国、爱国、民族自豪感等家国情怀价值观的引

领。 

2.2. 育人元素与思政目标——品格塑造 

品格塑造的范围很广，这包括高尚的道德情操(个人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良好的

人格和人文素养，如仁爱、自尊、正确的生命观、良好的性格、健康生活理念等；高超的智力，如观察

力、想象力、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等。 
可将生理学教学内容中的简单知识点进行引申与升华，例如，在“激素之间的协同作用”、“钠与

氨基酸、葡萄糖之间的协同转运”知识点，可引申出“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的论点；在“红

细胞的可塑变形性”知识点，可引申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从而实现团队精神、完善

自我等优秀品格的塑造。 

2.3. 育人元素与思政目标——专业伦理 

专业伦理包括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职业行为，工匠精神等方面。 
在生理学理论课程的绪论部分及实验教学中，可在具体讲授生理学动物实验的 3R 原则(即减少、替

代和优化)时，强调遵守动物实验准则的重要性，同时引申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热爱生命的生命观。在

甲状腺激素的生物学作用及调节知识点，导入甲亢患者的表现及特点的临床案例的理论分析，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自主学习和整合知识的能力；同时由于甲亢患者容易脾气暴躁，可启发学生应对患者应充

满理解和耐心，隐性渗透职业素养、人文关怀、仁爱之心等理念[4]。 

2.4. 育人元素与思政目标——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坚持不懈，勤奋钻研，学术诚信，唯物史观，批判

性思维等方面。 
在胃的保护作用部分，通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事迹——马歇尔以胃试菌，发现幽门螺杆菌导致消化

性溃疡，从而实现不惧权威、锐意创新、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及奉献精神的观念的

培育。 
此外，可对生理学的重难点及学生常见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帮助学生深入思考和学习，通过言传

身教，实现逻辑推理、科学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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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lements and educational goals of physiology course 
表 1. 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元素及育人目标 

思政教学内容 思政教学元素 思政育人目标 

生理学与医学的关系 
借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章图案，回顾医学生初入医学学府穿上白

大衣时所立的铮铮誓言，宣扬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及人文关怀等职

业精神 
提升专业伦理 

动物实验的 3R 原则 
借生理学动物实验的 3R 原则(即减少、替代和优化)知识点，强调遵

守动物实验准则的重要性，同时引申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热爱生命

的生命观 
提升专业伦理 

继发性主动转运 借用钠–葡萄糖/氨基酸是协同转运，启发学生互帮互助，互利共赢 塑造良好品格 

红细胞的可塑变形性 
红细胞具有可塑变形性的生理特征，红细胞通过变形，通过小的毛细

血管，借此启迪学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遭遇逆境，积极改变和

提高自己，更好的适应环境，渗透正能量 
塑造良好品格 

肺通气的原理 
导入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等知识，让学生学习了解人工呼吸、心肺复

苏的基本操作，在遇到需要救治者时能够及时帮助，为病人赢得救治

时间 
提升专业伦理 

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的

细胞保护作用 

导入诺贝尔奖获得者事迹——马歇尔以胃试菌，发现幽门螺杆菌导致

胃炎，隐性渗透科学家们应当坚持真理、不懈努力，不惧权威，追求

科学真理的科学观，同时指出科学真理可以应用到生活实际中 
培养科学精神 

能量代谢 能量摄入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需保持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少吃多

动，才能维持正常的体质指数，保持健康，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塑造良好品格 

泌尿系统及肾脏功能

介绍 
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吴阶平的具体事迹，教导学生勤奋学习、热爱祖

国、追求真理、服务人民 根植家国情怀 

反射的定义和分类 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有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

国”，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科技报国 根植家国情怀 

甲状腺内分泌 
导入甲亢患者的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自主学习和整合知

识的能力；同时由于甲亢患者容易脾气暴躁，可启发学生应对患者应

充满理解和耐心，隐性渗透职业素养、人文关怀、仁爱之心等 

提升专业伦理 
培养科学精神 

胰岛素背景知识介绍 导入我国科学家不畏艰难，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的事迹，提升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并渗透爱国教育，科技强国、科技报国意识及奉献精神 
根植家国情怀 
培养科学精神 

胰岛素背景知识介绍 导入诺贝尔奖获得者事迹——班廷与胰岛素发现与应用的坎坷历程，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 

3. 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 

3.1. 创新和优化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全面梳理生理学课程中隐含的思政元素，并进行深度解读、提炼和融汇，还原出教材中的思想性、

科学性和先进性，创新和优化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纠正思政生硬、牵强、占用较多课堂时间等问

题。 

3.2. 整合、丰富和完善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除依托线上教学平台及线下讲授的混合式教学，同时将优质慕课资源、优质微信公众号的内容，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7396


徐星星 等 
 

 

DOI: 10.12677/ae.2022.127396 2606 教育进展 
 

行推送分享，供同学们扩展阅读和深入学习；适当整理思政试题，巧妙融合于平时测验及考试中，将思

政工作贯穿教学始终。 

3.3. 在多个教学环节融入思政元素 

利用浙江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慕课平台等线上教学资源进行课前预习，结合线下面授教学，联合

微信、钉钉等互动平台进行课后知识梳理、答疑和知识内化，在多个教学环节融入思政元素，贯彻全程

育人。 

3.4. 注重教学反馈与教学反思 

利用雨课堂、问卷星等调查统计软件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总结和反思，不断改进和优化生理学课程思

政教学，获得更好的“德育”效果。 

4. 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成效评价是指对进行过课程思政教学的生理学课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科学和

完善的思政教学成效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发现和纠正思政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导课程思政教学，

提升和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成效，不断推进和完善课程思政教学建设。 

4.1. 评价内容 

1) 围绕思政目标进行评价 
开展和实施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政育人目标，因此，思政教学评价应该围绕

思政目标展开[3] [5]。然而，这些思政目标都是比较抽象的，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分析学生的考试成绩来实

现评价。可采用问卷星、腾讯问卷、易企秀、金数据、统计助手等软件，基于思政育人目标，设置相应

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面向学生的问卷应当从学生的角度进行设置，因为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并无很好

的理解，不明白什么是思政教学，也不懂思政教学的本质和要义。让学生直接对思政教学的成效进行判

断，这其实违背了思政教学的隐性渗透原则。可对学生在遵守约定、自尊自信、善良、乐观、团结互助

等具体的方面是否有所提高，进行调查统计。在选项设置中，采用模糊评价，可设置“提高了很多”、

“提高了一些”、“没有提高”等选项。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应要求学生，实事求是地进行问卷填写，

以确保调查结果尽可能接近客观真实。 
2) 思政教学参与度的评价 
教师可以将思政教学内容整合到在线平台上，也可以通过微信、钉钉、QQ 等线上推送的方式，分享

给学生，进行启发式阅读。学生是否主动参与其中，决定其能否获得和接受思政教育并得到成长，因此

可以反衬出是否达到思政育人目标。因此，可对学生是否经常阅读在线平台的“思政扩展阅读”板块的

内容，是否经常阅读授课教师通过微信、钉钉、QQ 等线上推送的课外学习内容，是否遵守和授课教师之

间的约定，及时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包括在线平台上的视频观看，作业，测验等，是否变得更加

自律，是否不再迟到、早退、旷课、熬夜、课上打瞌睡玩手机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 
3) 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的评价 
授课教师通过言传身教感染学生，是实现思政教学目标的重要方面。因此，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可

以体现教师言传身教的思政效果。可对授课教师的师德师风，是否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是否关心学生

的学习，在工作上是否认真负责，学生对授课教师的授课内容是否满意，进行调查统计。这些具体的评

价指标，比较贴合实际，可以从侧面反映思政教学的成效。这些评价是对思政教学成效评价体系的补充

和完善，可以实现更加真实有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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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对象 

1) 以学生为评价主体 
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也是思政教学的直接受体，在思政教学成效的评价上，

应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变化作为真实判断。因此，在评价时，应当立足学生，让学生对是否达到思政教

学设置的具体目标进行客观判断，而不能让学生对思政教学进行直观评价[6]。 
此外，生理学思政教学成效的评价，应当坚持实行长效评价机制。首先，大学生陈旧的意识观念往

往根深蒂固，想要形成新观念，需要不断强化和巩固。其次，即便形成新的意识观念，也需要日积月累，

才能真正改变行为习惯。所以，对生理学思政教学成效的评价，不仅包括通过问卷调查学生的态度和观

念是否有所改善，还应包括对学生行为改变的评价[5]，因而也需要设置行为是否改善的具体指标，进行

行为改变方面的调研。总之，由于思政教学不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育人成果，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思政育人成效的评价，应该持续进行，重视每个过程和阶段的评价，即

需要对学生的意识观念和行为进行过程性和阶段性评价[3]。如可按教学章节划分阶段，或以期中考试划

分两个阶段，对照不同阶段的思政目标进行评价；还可将思政教学评价持续到学生毕业，甚至在就业后

进行深入追踪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一门功课的思政教学效果毕竟是有限的，学生也可能同时接受多门

功课的思政教育，因此，在实施长效评价时，思政育人成果不应简单归功于一门课程的教学成果。 
最后，学生对自身观念和行为的自主认识不一定准确。他人的投射认识也能从侧面进行补充评价。

这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以及学生家长对学生的评价[5]。可根据不同的对象，

有针对性地进行调研。尽管这些评价的实施比较复杂，存在困难，但这些补充评价，却更接近客观真实

情况，更能反映思政育人成效。 
2) 同行专家评议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教师思政教学的效果需要同行专家的评价、帮助和指导[7] [8]。教师专家与学

生不同，其对课程思政的认识、理解和实施都非常专业，可对思政教学内容、目标、设计、手段和成效

多个方面进行评价，从教师专家的角度，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指导，从而帮助教师不断优化思政教

学，提高思政教学成效。 
3) 教师自我评价 
教师应在教学的多个阶段及时主动地进行思政教学成效的评价[7] [8]。对照不同章节应达到的思政目

标，并结合个人思想意识和行为等，及时自省，不断更新、调整和优化思政教学内容、思政教学设计和

思政教学手段，扬长避短，从而不断提高思政教学成效。 

5. 结语 

生理学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及其成效评价体系，利于推进和保障思政教学建设，在提高育人质量及广

大教师的教学能力与积极性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课政教学效果存在难以量化、实施困难等特点，

但目前看来，通过对思政教学目标实现情况的评价，学生对思政教学的参与度及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的评

价，以及以学生为评价主体，同行专家评议及教师自我评价为辅的多元评价体系，实施模糊评价，重视

过程性、阶段性评价，实行长效评价，可以对思政教学成效进行较好的评价。通过后续的不断研究和总

结，可逐渐优化和完善思政教学成效评价体系，使得评价系统成为思政教学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引领生

理学思政教学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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