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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长沙医学院

项目主持人：董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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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背景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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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指出：

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事，

其他各门课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

中，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自此在高校的

教育教学中形成了新的教育理念。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正常功能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

通过生理学的学习，一是要学生掌握人体各个组成部分正常的功能活动现象

和规律，二是掌握功能活动现象和规律产生的内在机制，三是掌握人体各个

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基础医学中，生理学是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药理学等课程研究的基础，随着转化医学的问世，生理学对正常功能活动现

象和规律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研究跨越到这种内在机制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以

及治疗干预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成为各个临床学科开展预防、诊断、治疗、

康复和临床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石，所以生理学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

一门重要桥梁学科。现代生理学的研究技术和实验手段也是现代医学科学研



究中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所以通过生理学的学习，学生将具备用生理学知识

解释正常或异常生命现象的能力，即知识运用能力，还有利用现有的知识和

技术进行科学探索创新的能力。

传统的生理学教学主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能力以及素质

的培养，显然不能契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行并重”这一新的教育理念。

故本研究旨在探索在生理学课程中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现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协同发展，力争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课程

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

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纲要》中对各类课程的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生理学

属于理学，《纲要》中要求理学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

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生理学在这方面

有着巨大的优势，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的学科，很多知识来源于科学研究，

尤其像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重大发现，如生物钟的发现、血型的发现等，而

科学研究从未停止，每天又有新的发现，以前和现在的科学研究，可以训练

学生的科学思维，促进学生科学探索创新。

生理学与医学关系密切，培养的对象也是医学类相关专业学生，肩负着

维护人类健康的使命。《纲要》中要求医学课程要在教学中注重加强医德医

风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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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加强医者仁心教育，在培养精湛医术的同时，教育引导学生始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尊重患者，善于沟通，提升综

合素养和人文修养，提升依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做党和人民



信赖的好医生。生理学虽然是基础课，但是与临床课程关系密切，经常和临

床医学结合，达到医学课程思政的目的。

三、主要工作举措

（一）制定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对《生理学》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和应用现代生理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水平和整体水

平，特别是从整体水平理解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并阐明其发生机制和活动

规律，以及内外环境变化对这些活动的影响，感受生理学知识构成的逻辑体

系，为进一步自主学习和探索未知生理功能机制奠定逻辑思维基础，同时为

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常用的生理学英语专业词汇，以加

强学生专业英语的学习，鼓励学生阅读英文原版教材或感兴趣的科研文献。

2.能力目标

（1）通过介绍生理学理论的来源和证明方法，启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科研意识和科研思维。在教学中联系临床病例，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基

础联系临床的综合实践能力。通过 CBL 教学，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查

阅文献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

（2）通过机能学实验，熟悉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生理指标的记录方

法、数据分析方法等，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加强与临床实际操作密切

相关的基本技能和系统科研方法的训练，提高独立从事临床科研的能力，为

今后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3.素质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形成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人生观、价值观，热

爱和献身人类医学事业的高尚情操。坚持人文关怀精神，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

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具备良好的医德医风。

（2）通过介绍生理学理论的来源和证明方法，生理学领域的新进展，科学



家典型案例等，培养学生努力钻研、锲而不舍的科学探索精神，树立严肃的科学

态度，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3）通过机能实验，培养学生爱护动物的观念，遵守动物、人体实验

的伦理原则，遵守实验操作规范，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形成实事求是的严谨

科学作风和创新意识。通过实验设计培养学生对科学工作的严肃态度、逻辑

思维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通过小组协作完成实验内容及结果讨论，培养

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二）从专业知识出发，挖掘思政元素

1.生理学理论知识的来源或证明方法，培养努力钻研、锲而不舍的科学

探索精神，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等；

2.实验课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培养遵守动物、人体实验的伦理原则，规

则意识，严谨的科学作风、创新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等；

3.生理学领域的新进展，培养科学探索、创新意识等；

4.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培养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等；

5.临床案例，培养职业道德、法律意识等；

6.生理学知识的正反面运用，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等。

目前本课程已经挖掘出 44 个思政元素，如表 1所示：

表 1 《生理学》知识点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教学

章节
知识点

思政映射

与融入点
思政目标

1. 第 1 章绪论

生 理 学

与 医 学

的关系

新冠疫情期间，我校附

属医院医务工作者援鄂

事迹，钟南山院士抗疫

事迹；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屠呦呦事迹。

职业道德：培养无私奉

献的精神。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科研素养：科学家精神

2. 第 1 章绪论
生 理 学

的 研 究

复旦大学的“实验动物

纪念碑”；实验中使用水

医学伦理：遵守动物实

验伦理原则，尊重生命。



方法：动

物实验

合氯醛麻醉小鼠导致拒

稿事件；3R 原则。

3. 第 1 章绪论 稳态

机体内外环境失衡：雾

霾等自然环境的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

健康中国：树立保护环

境意识。

4. 第 1 章绪论
生 物 节

律
“熬夜”对机体的危害

健康中国：树立良好的

生活习惯。

5. 第 1 章绪论 反射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巴浦洛夫对条件反

射的发现。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家

精神。

6.

第 2 章

细胞的基本功

能

单 纯 扩

散
水通道的发现。

科研素养：培养严谨的

科研精神。

7.

第 2 章

细胞的基本功

能

钠钾泵
钠钾泵的发现：诺贝尔

化学奖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家

精神、科研探索精神。

8.

第 2 章

细胞的基本功

能

动 作 电

位 的 产

生机制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动作电位的发现。

膜片钳的发明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家

精神、科研探索精神。

9. 第 3 章 血液
课 程 导

入

鲁迅《药》、“鸡血疗法”、

放血疗法、希波克拉底

和盖伦对血液的理论

科研素养：培养批判精

神。

10. 第 3 章 血液 血量 无偿献血
职业素养：培养无私奉

献精神。

11. 第 3 章 血液

血 细 胞

生 成 的

部位

学科前沿，文献报道：

肺是产生血小板的部

位。

科研素养：培养科研创

新意识。



12. 第 3 章 血液

红 细 胞

生 成 的

调 节 因

子 EPO

EPO 的发现过程；学科前

沿：2019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低氧-乳酸

调控在免疫炎症抑制中

的关键功能。

反面教材：体育运动中

EPO 作为兴奋剂使用。

科研素养：培养科研探

索精神、科学家精神。

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

13. 第 3 章 血液 ABO 血型

“会变的血型”案例；

输血史；血型的发现（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文献报道

科研素养：严谨的科研

思维和探索求真的精

神，创新意识。

职业道德：培养高尚的

医德情操。

14. 第 3 章 血液
输 血 原

则

我国现代血库的创始

人、输血救伤事业的奠

基人，易见龙教授。

家国情怀：爱国热情和

奉献精神。

科研素养：科学家精神。

15.
第 4章 血液循

环

课 程 导

入
血液循环的发现过程

科研素养：培养批判精

神，科学探索精神和科

学家精神。

16.
第 4章 血液循

环

心 功 能

评 价 手

段

心导管技术的发明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家

精神和勇于探索的精

神。

17.
第 4章 血液循

环
心电图

心电图的发明：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

科研素养：培养学生治

学严谨的科学态度及科

学家精神。

18.
第 4章 血液循

环

动 脉 血

压 的 昼

夜节律

“熬夜”对心血管的影

响

健康中国：培养良好的

生活习惯。

19.
第 4章 血液循

环

动 脉 血

压 正 常

国际最新高血压治疗指

南；低盐饮食与血压关

健康中国：培养良好的

饮食习惯，控制血压大



值 系；世界高血压日介绍 健康意识。

20. 第 5 章 呼吸

肺 内 压

周 期 性

变化

女大学生校外心肺复苏

事迹；心肺复苏最早记

载于《金匮要略》；国家

政策以及普及情况；相

关法律

职业道德：培养社会责

任感、法律意识。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健康中国：大健康意识。

21. 第 5 章 呼吸

呼 吸 运

动 的 调

节

新冠肺炎案例分析
职业道德：联系热点问

题，培养社会责任感。

22.
第 6 章

消化与吸收

消 化 道

平 滑 肌

的 一 般

生 理 特

性

“吃播”不良社会风气

职业道德：培养正确的

消费观；

健康中国：培养良好的

饮食习惯。

23.
第 6 章

消化与吸收

胃 酸 的

作用

幽门螺杆菌的发现：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公筷的宣传

科研素养：培养学生科

学家精神。

健康中国：培养良好的

饮食习惯。

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

任感。

24.
第 6 章

消化与吸收

肠 抑 胃

素

中国科学家林可胜教授

发现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25.
第 6 章

消化与吸收

胃 液 分

泌 的 调

节

我国消化生理的奠基

人，王志均院士，推翻

了巴甫洛夫的只有神经

参与的理论。

科研素养：培养学生追

求真知，敢于批判的精

神。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26.
第 6 章

消化与吸收

大 肠 的

功能

肠道菌群作用的最新研

究报道

科研素养：培养科研创

新意识。

27. 第 7 章 机 体 能 机体会优先选择糖作为 科研素养：培养科研创



能量代谢与体

温

量 的 来

源

主要来源的文献报道。 新意识。

28.

第 7 章

能量代谢与体

温

非 战 栗

产热
褐色脂肪的研究

科研素养：培养科研创

新意识。

29.

第 8 章

尿的生成与排

出

肾 小 球

滤过率

慢性肾病现状，世界肾

脏日介绍。

健康中国：加强对肾脏

的保护意识。

30.

第 8 章

尿的生成与排

出

葡 萄 糖

的 重 吸

收机制

新一代降糖药达格列净

降糖机制

科研素养：培养科研创

新意识。

31.

第 8 章

尿的生成与排

出

集 合 管

对 水 的

重 吸 收

的机制

水通道的发现：诺贝尔

化学奖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探

索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32.

第 9 章

感觉器官的功

能

痛觉

孩子体验分娩痛和先天

性无痛患者的案例、研

究文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友善”；

科研素养：科学探索精

神。

33.

第 9 章

感觉器官的功

能

内 脏 痛

的 特 点

之一：牵

涉痛

不同内脏患病时产生的

牵涉痛；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内

科主任张健医生的职业

素养。

职业道德：整体意识以

及细心、严谨的工作态

度。

34.

第 9 章

感觉器官的功

能

视 觉 导

入

引入海伦凯勒；盲人考

生的励志故事。

职业道德：培养学生珍

惜当下，努力奋斗的精

神。

35.
第 10 章

神经系统的功

神 经 元

的 结 构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神经元学说的建立。

科研素养：培养学生批

判精神。



能 和功能

36.

第 10 章

神经系统的功

能

神 经 对

效 应 组

织 的 营

养 性 作

用

中国科学家顾方舟院士

研制脊髓灰质炎减毒疫

苗糖丸的故事。

科研素养：培养学生科

学探索及科学家精神。

职业道德：敢于奉献的

精神。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37.

第 10 章

神经系统的功

能

突 触 传

递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发现神经元的相关

功能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探

索精神。

38.

第 10 章

神经系统的功

能

快 波 睡

眠
研究进展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探

索精神。

39.
第 11 章 内分

泌

下 丘 脑

调节肽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下丘脑调节肽的发

现

科研素养：培养科学探

索精神。

40.
第 11 章 内分

泌
胰岛素

1.引入糖尿病最新研究

成果；

2.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方

面，中国科学家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

健康中国：疾病重在预

防，培养健康生活的态

度。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41.
第 11 章 内分

泌

甲 状 腺

激素

引入甲亢患者急躁的性

格时医生应该采取的态

度。

职业道德：引导学生关

爱患者，树立良好的医

德医风。

42.
第 11 章 内分

泌

甲 状 旁

腺激素

引入甲状旁腺误切案

例。

职业道德：培养社会责

任感。

43. 第 12 章 生殖 孕激素 引入滥用避孕药
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

44. 第 12 章 生殖 受精 生命体的诞生来之不易 珍爱生命。



（三）多种形式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学生可以从教师、同学、

自身三个角度接受思政元素的熏陶，参与度高，获得感强

1.课堂教授

将一部分思政元素编入课件和教案，在课堂进行讲授。

图 1 编入课件的思政元素

2.主题讨论

将部分思政元素以主题讨论的形式放在线上平台，学生发表自己的观

点。

图 2 学生线上主题讨论

3.课堂汇报

将一部分思政元素，进行小组探究式学习，小组成员课前查阅资料、讨

论、制作课件，并进行课堂上汇报。



图 3 学生进行“动作电位的发现过程”的演说

4.课外资源

课外给学生推荐了学术性很强的微信公众号，让学生及时了解学术前

沿，还推送了历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文章，感受科学家们对人类社会

的贡献，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5.指导大学生创新性课题

在科研中除了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外，还对学生进行诚信、

动物伦理、不怕失败，勇于探索、团队精神等人文素质教育。

（四）多维度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课程考核总体评价实行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课

程思政方面的学习行为均计入到形成性评价中。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1.通过在生理学教学中探索和实践课程思政教学，项目负责人获得了湖

南省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二等奖”，复赛参赛作品被列入《湖南省课程思政

教学大赛优秀作品汇编》。

2.主持的《生理学》课程被认定为湖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负责

人及团队获得湖南省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教学团队”的称号。

3.该项目在 2022 年结题，等次为“优秀”。



五、特色和创新点

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要求，多向发展，全

面渗透。

1.一个中心

所有思政元素均以生理学知识点为中心展开，保证与思政元素深度融合，目

前融入思政元素的生理学知识点已经达到 44 个，做到章章有思政。

2.两个要求

按照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对理学和医学两类课

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要求作为本门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的依据。理学要求注重科学

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医学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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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的思政元素均从这两

方面展开，避免出现“两张皮”现象。

3.多向发展

虽然生理学的课程思政教学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展开，但并不拘泥于这两个

方面，只要与生理学有关又可以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元素都会被采用。

4.全面渗透

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不受时空限制，实行课内课外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贯穿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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