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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课堂思政内容与药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协同教育

是现代教育必不可少的教学途径，是实现专业与思想价值的有机统一。本文结合本校药学专业的具体情

况及所处的现状，引出边疆民办高校药学专业主干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就如何展开药学专业主干课课程

思政的方式方法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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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politic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be-
twe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main courses of pharmacy is 
an indispensable teaching approach in modern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pro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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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al and ideological values. Based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harma-
cy major in our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in the backbone courses of pharmacy major in frontier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iscusses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how to develo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backbone courses of pharmac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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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课程思政的起源，目的是培养新时代的接

班人[1]。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再次深化了课程思政的内

涵[2]。根据“质量为王，标准先行”，因而药学专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确定了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药用植物学、药理学、药剂学、药事管理、药物分

析、药物化学，针对主干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既符合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又明确课程建设是“主战场”、教师队伍是“主力军”、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

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战略举措，为药学类专业有效实现“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提供了新思路[3] [4]。 

2. 边疆高校药学专业主干课程思政的现状 

2.1. 未能精准思政，出现“两张皮”现象 

药学专业主干课程作为药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学校未能将课程思政真正贯穿于人才培养各

环节，教师仍旧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当作两个教学内容，独立灌输，最终使得学生技术掌握不扎实，

思想培养不到位，既混淆了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又耽误了专业技术的学习机会和时间，出现思政元素虽

进课堂，而未入脑入心的“两张皮”现象[5]。 

2.2. 教师思政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我校地处边疆属于民办高校，与非边疆民办高校相比，教学设备短缺，办学时间短，师资年轻化，

随着“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的有序推进以及思政课教师数量需求的增加，

大批的青年教师涌现出来。青年教师知识结构层次单一，专业素养精而不博。经过研究生阶段的系统学

习，青年教师在自己所学专业领域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但是单一的知识结构和学科思维增加了将原有

专业与思政课相融合的难度，使其在教学中难以把握各门思政课程之间的横向联系，因而教师教学过程

中不清楚如何加入思政元素，仅仅使用传统的“满堂灌”讲授模式，生搬硬套缺乏渲染力，不能讲好一

个故事[6] [7]。教师授课过程中缺乏对课程思政目标的设定，没有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对课程思政的融入

办法不多，仅仅局限于案例分析、名人故事、时政热点新闻传播等方法，因此课程思政在实施的过程中

效果大打折扣[8]。思政内容缺乏系统化，授课教师主要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出现在教学大纲、进度表、课

堂中，缺乏系统的内容。没有根据要求修订药学专业主干课程思政内容的教学目标，构建全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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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药学专业课程思政案例库，创新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3. 边疆高校课程思政主干课程思政的探索路径 

3.1. 明确专业主干课程，树立课程思政的大方向 

结合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围绕专业主干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药用植物学、药理学、药剂

学、药事管理、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完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

学体系和内容体系，针对性地修订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药学专业教学标准，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的构建药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根据专业主干课程深入挖掘药学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有效促进专业课程的知识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深度融合，以科学家精神、注重学生科学思维

的训练和医学伦理的教育为切入点，以患者为中心作为着力点，以 PBL 教学法为契合点，培养学生用于

创新、追求真理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创新与服务并重，专

业与人文融合的精神[9]。研究梳理药学专业 8 门主干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药用植物学、药理学、药

剂学、药事管理、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案例，每个章节至少产生 1 个思政案例。研究编写药学

专业主干课程思政案例集，通过“旅游药苑”推送宣传，指导教师的实际教学。召开药学专业教师思政

内容的研讨会，按课程分解任务要求要求“三进”—课程思政内容进课程质量标准、进大纲、进教案。

将当地红色文化纳入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我校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红色文化富集区——丽江，目前丽

江有 20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在药学专业主干课程教育中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红

色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豪感。丽江中医药文化丰富(讲述中医药–抗疫)、生物多

样性丰富(生态文明思想等)，发挥三全育人的效果。将思政内容融入药学专业主干课的教学既符合云南省

专业评价的要求，又能推进高校“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和实现路径，如图 1。 
 

 
Figure 1.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roadmap 
图 1. 课程建设路径图 

3.2. 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探索新型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刘兵勇、王雅静等人指出[10]，在高校实践育人的道路上充分发挥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育人功能是必

要的。研究编写第二课堂课程思政活动指南，组织学生参与系列活动，让同学们追寻先烈足迹，感悟红

色历史，撰写德育文章。将丽江红色文化融入第二课堂建设，同学们通过假期参加丽江研学旅行，在研

学之旅中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河，感受革命历史，感受革命家的艰辛，感受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激发同

学对党、对国家、对山河的热爱之情。研学之旅中将徒步、野外求生、任务挑战有机结合，让研学之旅

的同学学会动手动脑，学会野外生存，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培养社会责任感、认同感和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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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构建实验教学视角下的药学专业主干课程思政教育模式 

构建药学专业主干课实践教学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性教

学环节，是学生认识社会、了解职场环境、培养职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必不可少的环节。《药剂学》、

《药用植物学》、《药理学》、《药物化学》等属于实验性比较强的课程，在教学中通过教师科研反哺

教学，带领学生参加互联网+等创新创业项目的教学模式，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实践能力交互融合为支

撑，以知识、能力、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为目标，以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以专业课程教学

标准为依据，进行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整体把握课程体系，挖掘、提炼思政元素[11]。 

3.4. 将多元化的教法融合专业主干课程与思政 

在专业主干课的课堂教学中引入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如传统课堂教学、PBL 教学、案例教学及翻转

课堂教学、对分课堂教学、情境教学等方式，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药用植物学》以对分课

堂教学法为主要教学手段，基于“讲授–作业–讨论”三个模块开展教学。精讲留白，对重点难点给予

提示。独学，学生完全独立根据教师的提点展开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尽量避免与老师和同伴交流，学习

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一份“亮考帮”的作业，展示自己学习的成果，教学环节包括“当堂对分”中是在课

内发生的，“隔堂对分”是在课堂外发生的。在涵盖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教学法生动性、直观

性的特点，融入科学家事迹，充分发挥小组讨论的能动性，将思政内容润物细无声的融入课堂教学。在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药理学》的授课过程中采用 PBL 法。通过问题导出主题、同学们提出

质疑、小组讨论、提出解决办法，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发挥同学综合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树立职业道德。在《药剂学》的授课过程中采用讨论式教学法中，围绕药剂

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查阅文献、小组内讨论、完成报告以及小组汇报、总结热点

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引导学生正确的社会观及价值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其积极

性，强调团队合作精神，实现“知行合一”的药学教育[12]。 

4. 药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策略 

4.1. 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介绍《无机化学》课程中的化学元素时，情景式导入图片或视频资料，介绍因化学元素引发的环境

污染案例，1952 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6 年日本的“水俣灾难”(汞元素)、1955~1972 年日本富山县

的痛痛病事件(镉元素)、2011 年云南曲靖重金属污染水库事件(铬元素)，引发学生共鸣，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并且结合无机化学实验教学，让同学以此为戒，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废物，

不得随意倾倒下水道，不得随手乱丢，需倒入废液桶。通过让同学设计案例，小组参与、以问题为导向

型的教学，分析产生污染的原因及治理的措施，启迪学生思考其背后涉及化学知识点，让学生体会到学

以致用的乐趣，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环保意识。 

4.2. 家国情怀 

课程思政不仅让学生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还在更深层次上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介绍

《药用植物学》被子植物十字花科时，通过案例讲解–同学分享故事中蕴含的道理–提问紫金草在我国

的用途–同学回答等措施让学生铭记历史，热爱祖国。十字花科的植物叫做诸葛菜，又名二月兰，还有

一个特殊意义的名字叫紫金草。紫金草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什么联系呢？老师娓娓道来，诸葛葵(二月蓝)
草本、叶子变化比较大，圆或长方形，紫花，长角果，嫩叶可食用。在 12 月 13 日国祭的时候，人们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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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佩戴诸葛茶，又名二月兰、紫金草的植物，这是因为有一个参与南京屠城的日本兵、早春来到南京紫

金心下，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紫金花，于是他采了非常多的种子带回日本，多少年以后他感到有罪过，屠

杀了无辜的人，他很忏悔，他把来自于南京的这个植物带回日本广泛种植，显示他悔过的心情。因此，

紫金草也成了南京国祭日或中国国祭日的一个代表性的花，通过讲解老师提醒同学们，不要忘记那血雨

腥风的岁月，国耻勿忘，珍惜和平。 

4.3. 创新能力及协同精神 

《药理学》课程授课过程中融合明星药物如链霉素、青霉素、抗寄生虫药和抗病毒药时，通过案例

导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消除血吸虫病以及抗击新冠等案例，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层层递进，在了解

药物的同时了解药物研发者不断创新，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科学家精神及协同精神。介绍《药物化学》

时以磺胺类抗菌药物“百浪多息”的发现，推动药物化学的新发展，启发同学可以从药物的不良反应中

来发现药物的新用途，引导同学们更加关注药物化学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天然药物的改造及新药的

产生等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协同精神。 

4.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介绍《有机化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时，通过著名的科学家导入主题，让学生从科学家的生

平事迹中感悟科学家的大爱精神。如荷兰化学家范特霍夫是首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但是他将

所得奖金的一大部分捐献给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活性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合成的有

机化学家邢其毅，1937 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立即回国，合成了人类第一个用人工合成方法得

到的活性蛋白质。通过介绍有机化学家的生平事迹，让同学们了解到科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党忠诚、

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的精神，将自己的科研事业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让科学服

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5. 结语 

对于边疆民办高校药学专业主干课程，课程思政建设内容紧紧围绕坚定药学专业学生的理想信念，

以爱党、爱国、爱药为主线，系统地开展“医药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科技文化、中医药等多元化思政教育。努力推进课程思政“三进”——进教案、进课堂、进头脑。

根据药学专业主干课程不同课程的特色和优势，结合丽江红色文化，深度挖掘提炼药学专业课主干课程

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药学真善美与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提升药学课程的

温度。着力打造第二课堂品牌，多形式进一步加强思想引领、坚定理想信念。通过药学专业主干课课程

思政的加入牢固树立立德树人观念，让同学们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药品行业的职业规范，增强职业责任

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开拓创新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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