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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新模式，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病理学

课程自身特点，探索在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中开展病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有助于培养符合社会需要

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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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s a new concept and mode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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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explora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pathology in clinical medicine de-
pend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logy will be helpful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medical tal-
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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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场深刻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1]。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全方位育人，努力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 [3]。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实现医学专业课

程的课程思政是新时代中国医学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的是未来的医生，也是未来的医学研究工作者，在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

中，医学面临的问题的是复杂的，多变的[4]。因此，开展医学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在授课中坚持专业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对于我国整体医学人才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病理学是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要课程之一，它是一门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学好病理学不但可

以为今后学习临床医学课程打下基础，同时对于了解疾病本质、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均具有重大意义。

深入挖掘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融入病理学课程教学，探索在病理学教学中开展课程思

政的教学改革，有助于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2. 病理学课程特点 

病理学是临床医学教育中一门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作为基础医学的病理学主要是

研究相关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结局和转归；作为临床医学的病理学又是临床医学实践中

许多疾病诊断的最可靠方法并可为其治疗提供依据[6]。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习病理学课程的目

的主要是认识和掌握疾病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并为疾病的诊治和预防提供理论基础。所以，病理学

的学习在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习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病理学课程学习中存在着以下四种关系：

首先是“动与静”的关系，疾病变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但我们的学习往往只能截取动态演变过程

中的一个面，因此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二者间关系；其次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任何疾病都是

机体整体的反应，但临床表现可以是局部改变为主的，而局部变化又受整体的影响，同时又影响着机体

的整体。二者在疾病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所以正确认识疾病过程中局部和整体

的关系，对于病理学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再者是“形态、功能与代谢”的关系，病理学是研究在疾病发

生发展过程中，机体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变化的一门学科，这三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最后是“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疾病的发生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学好病理学要学会处理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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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关系，树立预防疾病的战略观念，培养良好的职业素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在新时代的

病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中，我们要遵循病理学课程的这些特点，引导学生处理好这四种关系。 

3. 进行病理学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性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场深刻革命[7] [8]。所谓课程思

政，是指在非思政课的专业课教学中，融入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9]。根据课

程特点，将可以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的题材与内容融入专业课教学中，

全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病理学课程的开设时间是在大学二年级，这一时期的学生

已完成了由中学向大学生活的过渡，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医学发展历史中的

科学精神和献身精神等融入病理学课堂，实现病理学课程思政，对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明确社会责任，做一个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至关

重要。 

4. 病理学课程思政的改革探索 

那么，如何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系统的融合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形成一种全员参与的、常态化的病

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呢？结合病理学课程的自身特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病理学课程思政

的教学改革探索。 

4.1. 提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的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

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专业课教师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实现教书育人，在这一过程中任课

教师起着主导作用[10]。因此，教师的自身素质是十分重要的，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

觉悟，加强思政育人意识，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教学过程

中将专业知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观念、相关道德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有机融合，实现

自然而然、润物无声地德育教育。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理知识的同时可以提升道德素养，培养一代又一代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4.2. 挖掘课程自身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 

病理学课程内容多，教学学时紧张。在病理学课程思政的改革探索中，我们应当充分挖掘课程自身

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学习有机融合在一起，有效利用课程自身思政元素帮助学生理解抽象、

枯燥的专业课内容，而非死记硬背相关知识点，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比如在讲到炎症时，

如果我们只是告诉学生炎症的概念是什么，炎症的基本变化是什么，那么学生就会觉得很枯燥、抽象，

即使短时间内记住了，也会很快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说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所以我们要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引入课程思政，把炎

症比作是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针对外界损伤因子的一场自卫反击战争，那么外界损伤因子就可以看

做是致炎因子，可以引起机体的“变质”性反应；炎症过程中“渗出”的白细胞就像奋勇杀敌的战士；

“增生”的实质及间质细胞就像是战后家园重建的重建、修复。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填鸭式教学，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觉得病理的学习并不困难，同时学生也可以很好地理解炎症对于机体

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的意义，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更加全面、理性的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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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导入真实案例开展课程思政 

医学是一门需要献身的科学，医学发展离不开试验，许多试验又必须在人体上进行，这是医学有别

于其他学科的一大特征。在医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出现了许多具有献身精神的医学家，他们冒着生命

危险在自己身上试验，不少人因此致病、致残，甚至献出生命。比如在讲到消化系统疾病中胃炎的病因

和发病机制时，我们可以直接导入马歇尔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的故事：1979 年，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约翰·罗

宾·沃伦提出胃炎可能由细菌感染引起，1981 年，马歇尔把幽门螺旋杆菌分离培养出来后，为了证明幽

门螺旋杆菌跟胃炎发病直接相关，他把细菌喝了下去，并罹患胃炎。他用自己的身体证明了幽门螺旋杆

菌是导致胃炎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个故事的导入，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幽门螺旋杆菌可以导致胃炎这一

知识点的认识，还可以让学生明白医学发展历史中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还可以进一步联

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疫战中的医疗工作者以及疫苗研发过程中的志愿者，通过这种思政教育的引导既

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又能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提升其社会责任感。 

5. 结论 

课程思政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它是课程德育的升级版，是对课程德育的政

治提升实，也是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必要途径。课程思政不是空中楼阁，不能脱离专业课程而空洞

地谈思政，也不能过度思政而影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应该根据专业课程自身特点融入思政教育。因

此，根据病理学课程自身特点，探索在病理学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有助于培养符合社会需

要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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