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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implement moral education. Medical immunology is an important course combining basic and application for 
medical related majors, and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immu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the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medical immunology, and the internal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medical immunology, so as to enabl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while maste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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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之一。医学免疫学是医学相关专业的一门基础
和应用相结合的重要课程，是医学生的基础必修课。论文从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的途径和策
略，以及课程思政建设对于教师的内在基本要求等方面阐述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医学免疫学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使学生在
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思政素养，也可为其他课程的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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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们国家医疗卫生行业的快速发展，现有的“以

疾病为中心”医疗模式急切需要转换为“以健康为原点”“以

人为中心”的新模式。新模式下医疗服务不再是简单的检查、

了解病史，而是需要和患者进行细致的沟通，详细了解患者

的生活背景、心理需求，甚至价值观需求，然后给出不同方

案，加以人文关怀。这就需要新时代的医疗工作者不仅需要

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良好的人文关怀能力等思政素

养。医学生的这些方面的能力在大学期间就需要加以培养和

熏陶，这就要求在基础课程阶段注重思政素质的培养 [1]。所

以，思政教育是新时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医学免疫学是

医学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特点为思政教学提供

了广阔空间。论文将探究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育目的、举

措及其实践教学反思。

2 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育目的

“课程思政”是以专业课为载体，充分发掘其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把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素质培养相融合，将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造三者融为一体，从而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

键，学生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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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引

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 [2]。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体现其育人功能，

是责任需求。

医学免疫学一般都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第 1 至第 2 学年

开设，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离开父母监护不久，正处在价值观、

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教师有必要接替父母在这个阶段正

确引导学生。同时，现阶段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如

医患矛盾的发生等也对医学生的思想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因

此，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医学免疫学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将专业教育和社会需求

紧密结合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是目

前高校医学教育迫切任务。在此背景下，医学免疫学课程思

政教育作用不可替代。

3 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举措

3.1 充分挖掘思政元素，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医学

免疫学课程
医学免疫学领域许多重大突破性的发现在提高人类健

康水平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这些

知识点，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中 [3]。这种知识点在医学

免疫学每个章节都可以找到，而且可以和思政元素很好地结

合。例如，在介绍医学免疫学发展史时可以插入介绍中国贡

献，介绍葛洪所著中医医学经典《肘后备急方》中记载有

“以毒攻毒”的思想，举例引入“中国诺贝尔奖”未来生命

科学大奖获奖人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王振义院士和哈尔

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教授发现砒霜（三氧化二

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愈率达到 95% 以上的

事例，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发现砒霜治疗白血病就是受到“以

毒攻毒”思想的启发，重在激发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在讲授免疫预防的章节可以介绍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老

一辈科学家，如人民科学家“糖丸爷爷”顾方舟，讲述他如

何带领团队突破国外封锁，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拯救

千千万万的小儿麻痹症患儿。讲授的过程中突出前辈们勇于

探索、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借此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在学习免疫细胞章节可讲述现代的科学家，例如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田志刚院士如何带领团队几十年如一日进行肝脏 NK

细胞功能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发现肝脏特异性 NK 细胞，提

出肝脏不仅是代谢器官也是免疫器官，同时研制出靶向 NK

细胞受体的单抗，突破 NK 细胞免疫治疗技术的种种瓶颈。

以故事的形式讲授，提高学生们的科研兴趣，调动其积极性

和主动性。

3.2 变革教学模式，把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讲得“有

意义”“有意思”
由于医学免疫学内容多、课程时间有限，那么在有限的

教学时间内额外增加思政内容，就必须改变教学模式和方法。

3.2.1 注重在重要案例讲解中融入思政教学
医学免疫学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对于一、二年级本科

生来说，很多教学内容生僻难懂，学生很难抓住脉络。如果

简单照本宣科肯定会导致课堂气氛沉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

的兴趣 [4]。因此，在讲授过程中，可以采取重要案例讲解同

时插入思政的元素的方式，达到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

学生思政素质的目的。例如，在介绍医学免疫学发展历史时，

要重点强调中国的人免疫经验领先世界几百年，可以插入介

绍中医巨著《黄帝内经》中的许多“诺贝尔奖”级的重要医

学思想，例如“阴阳平衡”就是现代医学的整体思维；“同

病异治，异病同治”等同于现代医学的靶向治疗的概念，增

强学生对于祖国医学的自信和科学自信。

案例教学可以由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利用已有的免疫

学知识对老师的问题展开讨论，这样既能对所学知识进行复

习与串联，又能促使学生主动思考问题。例如在讲授完医学

免疫学发展史后可以留下问题给学生，为什么英国的乡村医

生 Jenner 发现的牛痘苗可以预防天花？等到第三章抗原部

分学习完后要求学生给出答案，这个过程中可以增强学生对

于共同抗原和交叉反应的理解。在和学生讨论这个问题过程

中可以分别强调中国人和 Jenner 对于免疫预防的贡献，同

时引出 Jenner 在 1796 年发表的科研论文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 or Cowpox[5]。强

调医学基础科研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学生要做“顶天立地”

的科研，努力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为实现国家的科技自立

自强作出贡献。

3.2.2 运用多元化教学手段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旨在将思政教育融入免疫学课程

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细无声 [6]。需

要教师在立足医学免疫学各章节专业内容基础上，在讲授专

业知识为主线的同时，创新性有机融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政素质 [7]。例如，首先

可以借助现代多媒体手段丰富课堂内容，图文并茂地案例教

学视频或图片展示，同时应用语言的魅力，将医学免疫学中

生僻难懂的专业知识简化为容易记忆理解的内容，引起学生

共鸣；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线上教学资源，搜集相对应的思政

素材，以短视频和小故事的形式与医学免疫学专业知识进行

讲授，做到小故事展示大道理，短视频蕴含深层次的意义；

另外面对当下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医学免疫学的理论知识也

日益更新，与医学免疫学相关的快速诊疗技术也在不断更新

换代。所以在传授书本知识的同时，也需要利用多媒体及如

微信、QQ 等自媒体工具辅助教学，随时引入最新的科研资

讯激发学生们的思考，赋予各个环节全新的体验。将基础知

识学习和前沿科技相结合，既能启迪思维，又能开阔视野 [8]。

3.2.3 做活课堂教学，拓宽学生成长的空间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融入课堂教学，可以利用翻转课堂

让学生多元化参与教学活动。如通过基于问题式学习（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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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头脑风暴等，形成学生讲学生评或者学生讲教师

评的教学模式，目的是使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

使被动学习的课堂转换为主动学习的课堂，形成“教、学、

做”三位一体，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实践教学环节，

要基础联系临床，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可以创新性地采用

角色扮演临床案例，让学生学会用免疫学基础知识分析临床

上遇到的疾病，让学生体验作为医者、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心

情和感受，从而学会与患者及患者家属、同事之间的沟通技

巧，不仅增加学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更主要是通过

扮演案例培养学生的医者仁心，引导学生始终把人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

3.3 丰富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建立更加综合的教学评价体系，不仅注重对专业知识

的掌握，也要重视对思政元素的培养，采取 “课程和过程

并重、能力和知识并重”的课程评价体系，课程评价包括课

堂表现如案例讨论、学习过程参与等，评价不仅要重视学生

成绩，也要重视学生成长。过程评价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

养成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将过程性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最大程度释放学生考试的压力，更好地培养其人文精神、职

业素养和科学精神等，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双重 

目标 [9]。

4 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反思

课程思政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进行思政教学效果反馈，

不管是课前、课中还是课后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既需要

教师的精心设计，同时也离不开学生的深度参与，否则很难

达到教学效果和目的，因此需要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

以便做出教学方法或方式的调整。例如，是不是有部分学生

对思政教学安排存在应付和不赞同的现象，或者积极性不高

的问题。需要通过了解原因，与学生深入沟通，课前可以多

加指导，课中多鼓励建立其自信心，课后多联系多关心，充

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另外，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尚在起步阶段，其

中不乏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思政教学的效果难以量化和立

竿见影，同时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课程思政教育只有作为一项长远的工程，在教学探索中专业

课程教师不断加强思政内容和相关专业知识的整合，不断丰

富教学内容，使专业教育和思政教学达到有机结合，这也将

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同时，思政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

培养也是潜移默化，单靠一个学科、一个学期是实现不了教

学目标的，需要全员、全方位的育人环境，需要高校和全社

会更加重视和支持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形成良好的生

态，这些问题都需要综合考虑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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