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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教学团队探讨临床病例在《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中的应用效果。以本校2020级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

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分析在临床病例中深挖思政元素并融入教学过程中的效果。结果表

明，学生普遍了解课程思政，在《病理生理学》的教学中，结合临床病例开展思政教育，课堂感受及课

堂总体效果良好，并有利于实现教书同时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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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xplored the effect of clinical cases i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atho-
physiology. The research object was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2020 at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questionnaire was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linical cases into 
pathophysiology teaching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generally 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pathophysi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clinical cases, which ended 
with good effect contribut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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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高等教育的途径与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专业课的教学任务不再是单纯的授课，

学生的思想教育不容忽视。2014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课程思政”，即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

到各门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实现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行、

协同育人[1]。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更是明确指出，要坚持显性教

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2]。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3]，课程思政已开始

在全国高校中推广。 
《纲要》要求在医学类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和医者仁心教育[3]。病理生理学是

连接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课程的桥梁学科，主要研究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患者体内功能与代谢的变化

规律及其产生机制[4]。由于知识点繁杂抽象且难以理解和记忆，本教研室教学团队历年来以典型临床病

例为授课内容切入点，激发起学生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如何在《病理生理

学》的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我们以在校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以临床病例为载体，尝试

在临床病例中挖掘思政元素，将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相融合，探究教书育人的效果。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湖北科技学院基础医学院 2020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班 352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2.2. 教学实施 

2.2.1. 设立教学目标 
凡是有利于学生成长进步、能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因素，都可作为教学过程中的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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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作为医学生，《纲要》明确指出，要着力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医者精神[3]。围绕以上目标，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全程开展思政育人。 

2.2.2. 更新病例库 
本教研室建有临床病例库，并根据社会热点、新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或学校附属医院临床典型病例

的出现而不断更新。本教学团队教师与我校附属医院临床科室长期保持联系，积极参加典型病例的讨论、

会诊和系列讲座，选取有针对性、代表性的真实病例不断充实病例库，并相应地设计能够将学生引入病

理生理学知识理论框架中的专业问题。 

2.2.3. 深挖思政元素 
本教学团队成员积极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交流学习，围绕设立的思政教学目标，在每个临

床病例中，深入挖掘思政元素，设计思政问题，将其适时嵌入到《病理生理学》的教学内容中。 
例如，在绪论中介绍医学研究的局限性与发展趋势时，引用渐冻症和如今人人知晓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病例。适时切入抗疫英雄张定宇，虽身患目前无法有效治疗的渐冻症，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

带领白衣卫士冲在抗疫最前线，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身边的榜样最有感染力，

我们的优秀校友彭银华，也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不幸感染，抢救无效去世。他们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值得每位同学学习，由此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强化学生的责任担当、专业素养和

家国情怀。 
在缺氧章节授课前，讲述关于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造成小女孩一氧化碳中毒的真实病例，一方面引

出本章节学习目的，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另外结合接诊医生对患儿的处理方式，加强学生珍爱生命、敬

畏生命的伦理意识，坚定学生救死扶伤的医者情怀。在发热章节中，介绍本人孩子年幼时高热病例，不

但将本章重要知识点贯穿在病例中，让学生更容易理解与记忆，而且，在照顾、治疗方式上与家人意见

的不一致，也让学生明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诚实、友善的重要性。 
在肺功能不全章节中，介绍我国著名的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治疗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病例，

除了为发病机制的讲解做好铺垫，也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精湛的医术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由此不断树立

榜样的力量，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并强化他们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

另外，提及我国与西方国家抗疫过程的差异，也增加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2.3. 效果评价 

利用授课中的临床病例，将思政教育融入《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实践的效果主要通过网络调查(问
卷星)进行评价。在开堂第一课，通过问卷星调查学生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了解情况。学期末，再次

通过调查问卷，评估课程思政在本专业教学中的实践效果。2020 级临床本科生 352 人全部匿名完成两次

在线调查，参与率 100%。 

3. 结果 

3.1. 概念了解情况 

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2020 级临床本科生普遍了解课程思政，并且能进一步分辨课程思政和思

政课程的区别，见表 1。 

3.2. 课堂感受及总体效果 

在调查问卷中，97.44%的学生对《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感兴趣，95.74%的学生认为课

程思政并不会影响病理生理学的正常教学，但接近 10%的学生并不认为课程思政有利于掌握病理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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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93.47%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而且绝大多数学生接受在临床病

例中融合思政元素的授课方式，见表 2。在对课堂总体效果的评价中，42.89%的学生表示很满意，46.87%
的学生感到满意，满意度较高，见图 1。 
 

Table 1.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concepts [n(%)] 
表 1. 概念了解情况[n(%)] 

问题 了解 大致了解 不了解 

了解课程思政 303 (86.08) 49 (13.92) 0 (0) 

了解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的区别 
296 (84.09) 54 (15.34) 2 (0.57) 

 
Table 2. Classroom experience 
表 2. 课堂感受 

问题 选项 反馈[n (%)] 

对《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感兴趣 
是 343 (97.44) 

否 9 (2.56) 

课程思政影响《病理生理学》课程的正常教学 
是 15 (4.26) 

否 337 (95.74) 

课程思政有利于掌握《病理生理学》知识点 
是 318 (90.34) 

否 34 (9.66) 

课程思政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动力 
是 329 (93.47) 

否 23 (6.53) 

接受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形式 
是 350 (99.43) 

否 2 (0.57) 

 

 
Figure 1. Evaluation of overall classroom effect 
图 1. 课堂总体效果评价 

3.3. 思政目标评价 

调查问卷分析的结果显示，59.09%的学生认为将思政元素融入临床病例的《病理生理学》教学对树

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非常有用，65.62%的学生认为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家国情怀，74.43%的学生认

为极大的坚定了他们学医的信念，约 1/3 的学生认为对根植医学人文情怀和提高创新意识有非常大的帮

助，40.91%的学生认为对培养医生职业道德非常有用，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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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valuation on the effec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3. 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 

问题 非常有用 有用 不确定 无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08 (59.09) 127 (36.08) 15 (4.26) 2 (0.57) 

增进强家国情怀 231 (65.62) 117 (33.24) 3 (0.85) 1 (0.28) 

坚定学医的信念 262 (74.43) 83 (23.58) 5 (1.42) 2 (0.57) 

根植医学人文情怀 119 (33.81) 219 (62.21) 10 (2.84) 4 (1.14) 

提高创新意识 128 (36.36) 201 (57.10) 16 (4.55) 7 (1.99) 

培养医学职业道德 144 (40.91) 196 (55.97) 8 (2.27) 3 (0.85) 

4. 讨论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5]，先立德，方能树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则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

战略举措[3]，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在高校，大部分课程是专业课，教师大部分也是专业课教师，学生当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对自己成长

影响最深的是专业课和专业课教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即为做人做事的价值观、

方法论与行为规范[6]，“传道”即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而课程思政即为目前高校专业课教师的传道，

它的推广与重视，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精神和理念的继承与发扬，是要用春风化雨的隐性力量去影响

和塑造学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千古不变。因此，专业课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主力军，专业课

的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战场，专业课课堂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3]。但是课程思政并非课程与思政的简单

组合，是对专业课教学中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教学

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意识地、自然融入授课过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书并育人的效果。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已在当前的大学课堂全面推广。南京大学在“中国大学 MOOC 平

台”推出的通识课《宇宙简史》，广受大学生欢迎，授课过程中融入了育人理念，启发了学生思考人和

宇宙、和自然的关系，进而改变他们面对生活、工作、朋友的态度，课程思政的效果非常好[7]。 
作为医学院校的医学生，未来肩负救死扶伤和全民健康的重任，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

湛的医术，更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医学院校专业课的教学更应

与时俱进，课程思政融入各专业课的教学，是社会发展所需。例如，闫彦等总结了课程思政融入生理学

教学的设计思路、实施过程和注意事项，为医学其他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新的视角[8]，王睿等

介绍了以“科研引领”为特色的免疫学思政教学实践，增加了课程思政的多样化形式[9]，张妮等探索了

医学遗传学中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及具体方案[10]，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我校也在积极探索并大力

推进课程思政的改革。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学生普遍了解课程思政及其与思政课程的区别，表明学生对

国家教育改革的新政策关注度很高，也与本校对于课程思政的积极宣传密切相关。 
本教学团队通过认真研读《纲要》及查阅大量文献确定了《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的目标、融入途

径，同时，充分利用学校资源(附属医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开展集体备课，选取有代表性、或最近发生、

或亲身经历、或身边的临床病例导入相关章节的授课过程中，可以把枯燥的理论内容趣味化，将抽象的

理论形象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把握时机、适时融入其中深挖的思政元素，让学生自然接受，而

非硬融入、强融入。本次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临床病例的运用是开展《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一个非常

好的切入点，不仅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或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力、具体且直观地帮助学生

理解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锻炼临床思维能力，还能潜移默化地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及医者仁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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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效果较好，本门课程的课程思政已初见成效，但依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接近 10%的学生并不认为课程思政有利于掌握《病理生理学》知识点，这说明

在本学科的授课过程中，教学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融合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由于《病理生理

学》这门专业课对学科知识的广度、深度和跨度要求高，授课教师需积极提高自身专业理论水平；另一

方面，教师还需积极参与课程思政的交流、培训、现场或通过网络观摩优秀思政课的教学，不断积累经

验、学以致用，利用学生对临床病例的浓厚兴趣，找准思政切入点，站在学生的角度，以朋友的口吻，

用探讨的方式，让思政元素如盐入水，自然地融入到专业课的教学中。另外，教师还要注意课程思政的

时间控制，过短则思政效果甚微或无，过长则可能会直接影响正常的教学任务的完成。 

5. 总结 

本教学团队在《病理生理学》的教学中，每一章节均导入相关临床病例，在带领学生分析病例时，

适当的位置、适当的知识点上，看似无意其实有意的渗入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不仅丰富了《病理生

理学》的教学内容，还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还能坚定医学生的学医信念、

提高人文情怀、激发与强化医学生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爱党爱国的热情、让医学生学会坚持真理、

勇于创新，自愿为医学事业而努力奋斗。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社会不良思潮不断涌现，作为专业课的教师，我

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担当起学生在思想上健康成长的合格指引者，用心上课，用情育人，发挥专业课教学

行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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