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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培育当代大学生三农情怀的背景下，《水生动物免疫学》课程在培养人才和社会服

务等方面有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如何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

成为了本门课程亟需探索的新路径。课程教学团队始终秉持“以生为本”、“德才兼备”的培养理念，

拟结合课堂讲授、讨论、演示、辩论等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认真分析课程内容，充分挖掘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将其自然融合到专业知识的讲授中，力求专业课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培养学生爱国热情、

民族自豪感、工作责任意识、创新精神，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努力培养国家需要、社会满意

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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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feelings on agriculture, th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the course of aquatic animal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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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ology ha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in talent training and social service. How to im-
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develop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process has become a new path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Teaching team always takes 
“in life for this”, the cultivation of “having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concept. Combining 
with lectures, discussions, presentations, debates, and other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team will carefully analyze the course content, fully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course 
and naturally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aim of us is to unify 
specialized courses and course education direction, cultivate students’ patriotic enthusiasm, na-
tional prid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novative spirit, and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striv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needed by the country and satisfied by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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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1 月 19 日，华东政法大学召开“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2016)学术年会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专场：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创新”研讨会，会上首次提出了“课

程思政”的教育理念。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20 年，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并强调“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明确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围

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水产养殖学是农学门类中的重点学科，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方面有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国家曾经

提出，农学类专业的课程思政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大国三农情怀，要引导

学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增强学生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水生

动物免疫学是水产养殖学专业的重要选修课，是一门与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课程。本文

在保持课程性质不变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水生动物免疫学与思政元素之间的关联，在课堂教学中潜移默

化地将难以理解、枯燥无味的内容变得有“人情味”和“思政味”，引发学生对人文、生命及人生价值

的思考，激发其爱国情怀，培养其爱岗敬业、团结协作以及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意识。 

2.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2.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掌握免疫学的基本概念，掌握水产动物免疫的构成及特点，及与高等

动物免疫特点之间的差异，并熟练掌握免疫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原理及实验技术。在学习水产动物免疫

学的基础上，使学生能运用免疫学知识对免疫学研究和水产免疫检测及防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并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为今后运用水产免疫学知识解决实际研究和水产养

殖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依据。同时在课堂教学中充分挖掘和运用免疫学学科中蕴含的思政要素，把思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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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引领贯穿在水生动物免疫学的各个教学环节和过程中，以水生动物免疫学课程为载体推进课程思政的

实践，力求两者的自然融合。 

2.2. 思政育人目标 

将课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授给学生的同时，如何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创新精神

等，则需要从课程思政的角度予以传递。在保持课程性质不变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课程中的伦理、学理、

价值等思政元素，融合专业知识，巧妙地传递给学生，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结

合新冠疫情，将免疫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呈现给学生，普及防疫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运用。引导学生思考疫情时代中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动向，为今后个人职业发展提供参考依

据。 

3. 课程思政素材挖掘 

3.1. 文化自信素材 

除结合当前新冠疫情下接种疫苗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在开学第一堂课讲述免疫学发展简史当中引入

介绍为我国疫苗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和事。例如，在经验免疫学时期，“预防接种”是最早由我国

古代医学家根据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得的理念，即人类在感染某种传染病痊愈之后就获得了抵抗该传染

病的能力，并在典籍记载了“取狂犬脑敷上，后不复发”，以用于狂犬病的防治；天花是一种可怕的烈

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就会造成大规模人群患病，并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在与天花病毒做斗争的过程中，

我国古代医学家再次展示了极高的智慧，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原始疫苗是在我国明代隆庆年间的人痘接种

术，取患者的痘痂，干燥后研磨成粉，再将粉吹入健康人鼻腔中。被接种者大约七日左右会发热、出疹

子，即患了一场不太严重的天花，当人痊愈后，可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我国实行人痘苗预防天花的方

式成功引起了邻国的注意，并很快地传入了俄国、朝鲜、日本、土耳其和英国等国家。无疑，人痘法为

以后英国医生 Jenner 发明牛痘苗和法国免疫学家 Pasteur 发明减毒疫苗都提供了宝贵经验。王良医生被誉

为“中国卡介苗之父”，在被视为“白色瘟疫”的结核病肆虐的年代，王良医生偶然得知法国科学家卡

梅特和介兰发明了卡介疫苗，能有效地防治结核病，他当即选择自费去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学习制作卡介

苗，学成回国后在重庆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室，开启了中国研究培育卡介苗的先河[1]。沙眼

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的疾病，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伊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但 70
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领域的一个难题。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先生经过不懈的努力

并亲自试验，最后终于发现了引起沙眼的病原体是衣原体，因此被称为“衣原体之父”。除此之外，我

国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现代免疫学家，为中国的免疫学发展做出了突出且伟大的贡献。如“中国脊

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教授、研究 NK 细胞的田志刚院士、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闻玉梅院士等[1]。
在为学生介绍上述事例时，需强调我国医学家及科学家们在免疫学方面所做的伟大贡献，突出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并向学生传递文化自信的理念。 

3.2. 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在向学生讲解疫苗接种时，可与我国新冠疫情的防控紧密联系起来，向大家展示控制新冠疫情的“中

国速度”，引出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使得我国能如此迅速的控制疫情。讲述免疫系

统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三者组成，通过相互协调、紧密合作、奋力支援共同抵御病原感染

时，可引入我国在抗疫过程中，政府部门、医生、护士、科学家、群众等各行各业的人民通力合作、各

司其职共同完成新冠疫情阻击的艰巨任务，并穿插介绍全国各地医疗队时刻待命，随时出征支援部分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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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严重地区抗疫的事例以及现代医学界的泰山北斗钟南山院士在抗疫过程中展现出的尊重科学，实事求

是，敢医敢言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在抗击疫情的路上与新冠病毒赛跑并最终力挽狂澜的感人事迹，

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在讲述水产动物疫苗时，引入我国研发水产动物疫苗的艰难过

程，说明我国水产科研人员通过不懈的努力，坚持 40 多年的时间，研制出高效、实用的水产疫苗。并以

草鱼出血病疫苗为例，讲述中国水科院珠江所的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突破瓶颈，最终历时十余年，自

主研发出免疫保护率高达 90%以上的草鱼出血病细胞疫苗，极快的推进了我国疫苗产业化进程，为我国

水产养殖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这些素材均是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选择。 

3.3. 社会责任意识素材 

讲述免疫系统的组成时，可将其比喻为“国防系统”，并融入国防教育元素，讲述我国的国防系统

既承担抵御外敌入侵的任务，又不放过国内的不法分子，增强学生保家卫国的信念及对国家安全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3]。讲述免疫细胞时，可将淋巴细胞比喻为国防系统中的“特种兵团”，NK 细胞比喻成“神

秘狙击手”、巨噬细胞比喻为“城市清洁工”等，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向学生介绍抽象的事物，激起学生

强烈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同时观看互联网上短小精悍的动画短片《免疫系统是如何工作的》、《我是

一个病毒》等，使学生形象地理解免疫系统防御病原保护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应答模式，

清楚地了解到各类免疫细胞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共同完成防御病原侵害的功能，过程中一旦某种

免疫细胞功能异常，都会导致整个免疫系统陷入混乱，最终引起疾病的发生。从免疫系统的上述特征引

申到现代社会分工，向学生强调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个体都要从事一份具体的工作，且工作无贵贱之分只

有分工不同，但一定要在其位谋其政，拒绝尸位素餐，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担当。 

3.4. 爱岗敬业精神素材 

讲述淋巴细胞的发育时，可通过讲解淋巴细胞需先在中枢免疫器官中发育成熟，才能转运至外周免

疫器官内监视抗原，待遭遇抗原时大量增殖从而发挥免疫功能，就好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而引

申激励学生在做事情之前需做好万全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并向学生传递爱岗敬业的精神。在讲述

树突状细胞(DC)的时候，可介绍其发现者 Ralph Steinman 的故事。DC 细胞是一类最重要的抗原提呈细胞，

是启动人体适应性免疫应答所必需的关键调节器。然而由于 DC 细胞数量极少，Ralph Steinman 的研究发

现一时间并没有获得认可。但是 Ralph 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继续开展更加精细的实验设计研究，通过

更加敏锐的观察，终于使大家认识到 DC 在免疫系统中的重要性，也因此为许多肿瘤疾病的患者带来的

新的希望。不幸的是，Ralph 后来患上了癌症，即使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Ralph 也没有放弃，而是利用

自己研究的 DC 开始对自身进行治疗，并真的使其生命延长了将近 5 年的时间。遗憾的是，Ralph 并未等

到其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就离开了人世，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诺奖却已离世的科学家[1]。
但他坚持不懈的精神，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员从事免疫学研究。还可介绍梅契尼科夫发现巨噬细胞的故

事等。通过挖掘这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让学生了解每一项科学发现，每一次技术进步，都闪耀着敬业

精神的光辉，润物细无声地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敬业精神。 

3.5. 创新及严谨求是素材 

讲述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的内容时，拓展介绍 MHC 的发现历程，以及诺贝尔奖曾三次授

予了研究 MHC 的科学家们。将 MHC 研究成果如何得以发现及相关启示，乃至将获得这些重要发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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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级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与独创性实验体系展示给学生，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使学生从中领悟到

创新性研究的思路与境界[4]。通过讲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典文献和事例，提升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弘扬时代精神。 

4. 课程思政带入路径 

4.1. 课堂教学带入路径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传授专业基础知识为主，同时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寻找合适切入点，

力求专业课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社会责任意识、爱岗敬业之心、创

新及实事求是精神，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努力培养国家需要、社会满意的高素质人才。思政

元素的案例素材既要能丰富课堂信息量度、活跃课堂氛围和促进师生相互交流，又要能体现科学严谨性，

同时可结合社会热点、突出人文素养等。例如，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在水生动物免疫学的课堂

上可围绕新冠肺炎病毒 SARS-CoV-2 展开教学，如通过介绍新冠病毒引入介绍免疫一词的来源及与疾病

之间的关系；以新冠疫苗为切入点引入介绍抗原抗体的基本概念及特点；以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研发

原理讲解免疫球蛋白的知识点；由新冠病毒患者病情急剧加重的现象揭示细胞因子风暴、特异性免疫应

答等等[5]。同时在阻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及极具教育意义的感人事迹，大量

的案例均可作为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鼓励和引导学生到基层一线历练成长、

建功立业，另外在授课中通过介绍中国以及世界各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状况进行德育教育，提升学生的民

族自豪、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4.2. 专题讨论带入路径 

在课前将本课程相关的专题发放给学生，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课堂上教师提出特定的问题，启发学

生利用所学基础知识主动思考问题，相互协作，有针对性的进行交流探讨；向学生展示免疫学相关最新

研究进展和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小故事。课后要求学生规划进一步学习的内容，更加深入地解决问题。

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职业道德，建立爱岗敬业、勇攀科学高峰的职业素养。教师通过专

题讨论将“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引领”合二为一，强化了全方位育人，培养才德兼备的大学生，整

体提高教学效果，实现了课堂和课程教学目标[6]。 

4.3. 小组辩论带入路径 

按照随机分组原则，6~8 人为一组建立小组，推选有组织管理能力和责任心强的组长管理小组的学

习活动。在教师课堂讲解相关知识点后，紧扣教学内容，发布思政相关主题辩论任务，鼓励学生利用多

重方式收集资料，由 2 个小组构成辩论小组，其余学生组成点评小组。辩论总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左右，

辩论结束后由点评小组成员针对各辩手的表现进行逐一点评，再进行现场评分及公示，评选出最佳辩手、

最佳辩论团队等。如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系列科学报道，可结合小组辩论的方式比较各类疫苗的优缺点，

使学生明白我国目前普遍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灭活疫苗的原因，增强学生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支持，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引导学生要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的本质。 

5. 结语 

水生动物免疫学是水产养殖学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要求学生不仅要熟悉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

还要学会知识、技术的综合运用，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更为今后从事水产动物疫病的预防、诊

断、治疗、防控等提供方法和思路。新形势下，将课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授给学生的同时，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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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创新精神等重任需要课程思政予以承担。在保持课程性质不变的基础上，

在教学过程采用课堂讲授、专题讨论等教学方法，充分挖掘课程中的学理、伦理、价值等思政元素，融

合专业知识，巧妙地传递给学生，多角度入手、多方法联动、层层递进地展开论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兴趣，引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危机感，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 

基金项目 

海南大学 2022 年校级课程思政教育研究专项 (hdsz2201)；海南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Hnjg2020ZD-7)；海南大学 2020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hdjy2007)。 

参考文献 
[1] 任书荣, 张蓓, 王静, 薛静波, 张丽. 医学免疫学在线教学过程中思政素材的选取[J]. 中国免疫学杂志, 2020, 

36(18): 2283-2286. 
[2] 张也, 王浩, 吕利群, 许丹. 水生动物传染病学思政案例之我国水产疫苗的发展[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39): 

210-212. 
[3] 刘永华, 杨松. 动物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J]. 中国免疫学杂志, 2020, 36(16): 2020-2022. 

[4] 马樱, 金伯泉, 陈丽华. 《医学免疫学》课程中“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教学方法探讨[J]. 中国免疫学杂志, 2019, 
35(22): 2786-2790. 

[5] 杨井坤. 《动物微生物及免疫》课程思政的研究[J]. 现代畜牧科技, 2021(8): 19-20. 

[6] 龚权, 王超, 李侃, 陈晓光. 新冠疫情背景下《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免疫学杂

志, 2021, 37(20): 2520-252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4137

	《水生动物免疫学》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quatic Animal Immunolog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2.1. 课程教学目标
	2.2. 思政育人目标

	3. 课程思政素材挖掘
	3.1. 文化自信素材
	3.2. 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3.3. 社会责任意识素材
	3.4. 爱岗敬业精神素材
	3.5. 创新及严谨求是素材

	4. 课程思政带入路径
	4.1. 课堂教学带入路径
	4.2. 专题讨论带入路径
	4.3. 小组辩论带入路径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