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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融入

思政教育的探索研究
李强*  李蕾娜  刘长青  付应霄  唐宝定  李姝婧  魏美丽  鲍明升  廖亚平

(蚌埠医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蚌埠 233030)

摘要      新时代高等教育愈发强调课程要引入思政教育, 且思政教育已在理论学科的教学中

广泛推行, 然而其在实践类学科的教学中体现不足。以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为对象进行研究, 基
于互联网对本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 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入其中。这不仅可以

加强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建设, 提高任课教师的思政素质, 完成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改革并完善

相应的课程评价体系, 还能将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构建成以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为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政教育主导的新的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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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of high education emphasize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be inte-
grated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it has been widely practiced in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Howev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poorly reflected in practical disciplines. Here, this project tried to tak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arry out the internet-based blending teaching reformation, and ad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eaching into it. In this way, not only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course 
building will be strengthened,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course instructors will be improved, the multiple education 
patterns reform will be implemented and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but also the medical 
cell biology experiment course will be built into a novel experiment course teaching system which takes basic theorie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s the main body,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s the lea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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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中提出课程思政建设, 教师队伍是“主
力军”, 课程建设是“主战场”, 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这表明, 教师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并将思政教育落实

到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1]。而将思政课程转变成课

程思政, 并不是简单的文字顺序调换, 应该是要形成

一个完整全新的教学模式, 回归初心, 传道授业并

重, 这样才能实现“以文育人, 以文化人”这一课程思

政目标。而国家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完整

覆盖了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也是当代大学生需要践行

的使命。为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学细胞

生物学实验课教学当中, 不仅可以发挥本课程的“价
值引领”作用, 还能从根本上提高高校学生的思想政

治觉悟和水平, 进而对学生的意识道德形态加以维

护[2]。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近年来发展十分迅猛的基

础医学课程, 同时也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注重实践

理论结合的学科, 因此实验操作是这门课程最为重

要的环节之一。有的放矢的实验教学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巩固理论课程上学习的知识, 还能通过操作提

高学生的参与感, 培养他们的科研思维和素养, 激发

学生对于生命科学研究兴趣, 为将来医学相关类工

作的开展夯实基础[3]。然而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侧

重传授理论知识并培养专业技能, 实施方式以教师

讲授为先, 随后学生开展实验, 遇到困难或者问题时

老师出面指导[4]。这种教学模式必须固定在特定地

点, 在面对某些突发状况时便无法开展实验课教学。

例如疫情再次大面积爆发导致返校困难时, 虽然理

论课的讲授可以通过线上教学完成, 但是实验课却

难以做到。为了让实验课也能适应新时代“停教不

停学”的教学需求, 笔者探究了一种将在线学习和课

堂学习有机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型并引入了“课程思

政”内容。

1   将思政内容引入教学当中
中国古代教育十分注重“传道授业解惑”, 传道

指的是传授教育道德观念, 即时下所谓的“思想教

育”, 将传道放在首位, 说明其是教育的基础, 树德为

先, 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不可能成才的[5]。但

是受到当下实用主义的影响, 中国教育开始偏向于

以“授业解惑”为主, 逐渐忽视了“传道”的首要性和重

要性。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教育的改革

创新也在同步进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必须将“立德树人”和“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到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这就使得中

国教育重拾初心, 高校教师需重新评估和审视思想

政治教育在高校教学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然而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实验课程上还是少有思政教

育, 究其原因, 一是教学思维固定化, 认为实验课程

的课时十分有限, 如果追加思政教育, 可能会导致整

体课堂进度受到影响, 降低教学质量。二是实验课

的定位有点模糊, 一般实验课仅占理论课程考核的

一部分, 学生们不会对实验课加以重视, 且实验结果

好坏并不会对实验课的成绩造成很大的影响。三是

学校层面对实验课程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实验课的

思政教育方针贯彻不够彻底, 针对实验课程的思政

教学设计培训鲜有开展。加之实验技术人员进修交

流机会不多, 进而导致思政教育很难在实验课中全

面推展开来。四是传统的实验课教学模式限制了思

政教育的实施, 一般实验课的授课流程为教师讲授

40~45分钟的理论知识以及实验操作的注意事项, 随
后学生按照所讲述的步骤进行实验, 思政教育无法

有机地融合到实验教学课堂中, 也就无法取得良好

的教学效果。因此, 实验课思政教育的实施不仅需

要学校和教师共同推进, 还需要对原有的实验课程

的授课模式加以改革创新, 这样才能将思政教育有

效地导入到医学细胞生物实验课程当中。

“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主要内容有显微镜

基本操作、细胞器的染色和观察、实验小鼠的解剖

和细胞培养实验, 依据细胞生物学相关知识进行教

学。教学内容会和国家提倡的“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 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相互交叉融合。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渗透贯彻到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过程中, 
不仅能够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引领”作用, 还能增强学生对于国家的认同感, 提高

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并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提供给强而有力的

保障。

2   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开展混合教学

模式的必要性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当今发展十分迅猛的一门

学科, 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 还要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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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过实验课学习具备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因为

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实验技术才

能完成相应的理论研究。而传统的实验课教学一般

都是教师课堂讲授, 学生按照老师所讲内容按部就

班地完成实验, 这是一种被动学习的过程, 很难培养

学生以动手动脑为主的科研素质。目前, 我校医学

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如下, 一是

实验内容缺乏更新, 实验方法过于老套, 且受限于目

前实验中心所提供的配套设施, 教师无法对实验课

内容进行有效的创新改革, 致使学生学习本课程的

积极性和趣味性大大降低。二是传统的实验教学大

多以教师示范操作, 学生观看后模仿操作为主, 然而

考虑到学生理解力的差异以及上课时坐在后排的学

生很容易被前排学生遮挡视线, 无法全程观看到演

示过程, 最终导致后续实验操作的规范性大打折扣, 
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三是传统实验教学不注

重学生科研素质和科研思维的培养, 在授课完毕后

学生往往只要交一份实验报告即完成了整个教学过

程, 缺乏对实验原理的深层次挖掘以及举一反三的

例证, 缺乏对实验步骤合理性以及应用场景的探讨, 
缺乏对实验失败原因的深究, 缺乏对每个学生实验

结果产生差异时的讨论。这些环节设计的缺失导致

学生放弃了主动思考, 自然也就无法对他们的科研

思维进行培养。为此需要对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

程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

2021年针对临床专业3个班级共计300人进行

了一次医学细胞生物学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型教

学尝试, 选取了其中两个章节的内容进行讲解并收

集了调查问卷。经过统计分析, 发现大部分同学仍

然倾向于传统教学方式(58.3%), 但是线下课程结合

线上课程, 即学生们通过线上授课视频和PPT以及

课前课后思考题进行自学, 然后在线下接受传统实

验教学, 教师对学生们的问题进行集中答疑, 并将知

识点串并, 这一教学模式显然更加受到学生们的青

睐(68.2%)。然而单纯线上授课的方式学生并不适

应(10.1%)。这说明, 学生对自我构建元素的教学模

式并不反感, 但是需要老师通过线上平台精心组织

与安排, 线下进行有效互动, 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才能有效实施。这项调查表明, 医学细胞生物

学实验课的混合型教学改革也是可行的, 且该项改

革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实验课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例如网络教学平台可以通过发布实验教学中实验技

术在前沿领域的应用, 以及该技术后续的改进措施

的相关视频, 弥补实验教学内容的陈旧与不足; 通过

线上设置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以及线下课堂的互动测

试环节诱导学生将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实验操作的重

点难点以及易错点上, 减少学生操作失误, 力求实验

课程达到精准教学的效果; 此外混合教学还可以引

导学生主动思考并动手操作, 主动试错并加以改进, 
从点到面地培养了学生们的科研思维, 提高了学生

们的科研素质。而思政教育则可以通过线上视频预

热, 线下教学与实际例子相结合的方式有机融入到

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因此有必要对医学细胞生物

学实验课程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3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设计理念和教学

方法
3.1   “课程思政”的设计

从相关的实验项目入手, 分别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等三个

方面挖掘思政元素, 将“课程思政”与实验课程紧密

的结合在一起, 构建本课程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把“法治公正”实验室规章制度与教学融合, 树
立学生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观。把“诚信友善”与
显微镜使用操作教学相融合, 告诫学生所见即所得, 
培养学生在以后行医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品德。把

“富强民主”与细胞器活体染色教学相融合, 让学生

明白一个完整的细胞由各种功能不同的微小细胞

器组成, 正如繁荣昌盛的中国的铸就离不开广大辛

勤劳作的人民, 激励学生未来能够积极投入到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当中。把“自由平等”和细胞有丝分裂

教学相融合。当生理环境或微环境适宜的条件下或

面临组织修复需求时, 细胞会分裂成两个基本相同

的子代细胞, 从而达到维持机体正常的体细胞更新

和创伤修复等目的, 说明社会安定团结才能为人民

自由平等生活创造条件。正如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离不开广大从医者们的付出一样, 这
些抗疫英雄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 为人

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让人民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把“爱
岗敬业”和小鼠巨噬细胞吞噬活动教学相融合, 巨
噬细胞辛勤地清除细胞碎片和病原体, 不畏艰辛任

劳任怨地帮助机体抵御细菌和病毒的侵害, 正如人

民的健康要靠广大爱岗敬业的医护工作者们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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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样, 这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医护相关行业的

职业认同感。把“文明和谐”和动物细胞培养教学相

融合, 告知学生细胞在体内外都会错落有序地生长, 
它们之间的和谐共处正如我们国家的稳定也需要

各地各族人民和谐共处一样, 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项目中的思政元素见

表1。
3.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方法设计

在课前, 利用线上教学平台, 结合教学大纲, 将
本次课程有所关联的专业知识、课件、本次教学目

标和教学重难点等资料, 实验操作的微课视频和思

政素材视频上传到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等平台。

要求学生在课前进行预习, 在平台上进行提问或者

发表见解并讨论出解决方法。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在

自己的电脑端完成统计并督导学生完成相应的预习

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新冠病毒疫苗生产会用

到非洲绿猴肾细胞(Vero细胞)和中国仓鼠卵巢细胞

(CHO)细胞, 本课程通过介绍细胞培养技术在这两

种细胞培养时的应用,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细胞生物

学实验技能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学生通过认真学

习本实验课程并掌握相应的关键技能, 未来有望成

为中国发展强而有力的人才。在课中, 教师根据学

生预习的情况以及学生提及较多的关键问题进行讲

解, 并结合思政教学设计对本次教学的意义进行升

华, 让学生明白实验教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联系, 并引导学生意识到作为学生, 他们将在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随后对学生进行

分组并指导学生完成实验。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可

以对不明白的操作通过反复观看微课视频或者提问

的方式解决。最后教师对于教学环节中学生们的实

际表现通过线上平台发表评价并总结。课后, 教师

首先要对学生们的实验态度和行为(如参加讨论的

积极性、操作规范性和主动性以及实验后台面清理

等)进行思政考核, 通过量化标准将思政评价纳入学

业成绩。此外, 教师根据课程特点搭建医学细胞生

物学实验测试题库, 学生需在每次课程结束后完成

测试从而巩固所学知识, 加深对重难点的理解。教

师则需在通过测试了解学生整体知识把握情况的基

础上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法, 力求达到最佳教学

效果。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见图1。
3.3   具体教学设计和实施

网络资源的丰富使得现在的混合型教学愈发

有趣生动, 迎合了当下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喜好, 且可

以较为方便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插入其

表1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Table 1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course
实验内容

Experiment content
思政元素

Ideological content
说明

Description

实验室规章制度 公正法治 遵循实验室制度实质就是遵循法治的雏形, 因不遵守制度造成

不良后果的处罚也是按照规定进行, 这也是法治社会公正处理

违法行为的标准

显微镜使用 诚信友善 很多疾病的诊断需要显微镜的观察结果, 因此必须按照所见即

所得的原则诚信下达诊断书, 但在告知病患时应该从患者角度

出发,合理斟酌词语, 友善地传递诊断结论

细胞器活体染色 富强民主 细胞功能完整离不开各种功能不同的细胞器, 正如中国的富强

离不开各行各业人民的辛勤劳动。也正是在国家正确的领导下

人民当家作主才有了现在的中国

细胞吞噬活动观察 自由平等 有丝分裂帮助体细胞完成更新, 修复机体的创伤, 为机体生理环

境的稳定创造了条件。正如抗疫英雄的无畏付出换来了人民安

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一样, 让学生们明白自己将在中国未来的发

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细胞有丝分裂观察 爱岗敬业 巨噬细胞辛勤地清除细胞碎片和病原体, 正如广大爱岗敬业的

医护工作者们默默守护人民健康一样, 加深学生对于医护相关

行业的职业认同感

细胞培养 文明和谐 细胞无论在体内还是体外都是错落有序生长, 维持各个器官功

能的稳定。正如我们国家稳定也需要各地各族人民和谐共处一

样, 也正是这样的和谐才能成就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

会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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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为此拟选用“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构与使用”进
行混合式教学,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 设置课程前置任务。教师在线上平台推送

“显微镜下的疾病”相关视频, 让学生明白显微镜和

疾病诊断的重要关系, 且作为学生必须掌握显微镜

的基本操作, 随后布置课前预习题目。如显微镜的

基本构造是什么, 显微镜成像原理是什么, 应该如何

正确使用显微镜等。通过这些问题培养学生独立认

真思考的能力, 并使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自主地解

决问题, 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还能激发学

生们对本次课程的兴趣, 培养学生良好的科研习惯。

同时设置思政目标, 以肿瘤为例, 诊断意见必须结合

显微镜观察的病理结果下达。但是对于肿瘤而言, 
大多患者是很难接受这一结果的, 那么作为医生的

你在下达诊断意见时, 考虑到患者的接受能力是否

应该对病情有所保留(诚信), 是否可以不顾及患者

情绪直接下达(友善)。同学们直接回答是否, 教师在

课前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统计。

此外, 教师根据本次授课的重难点录制好微课

视频并上传。本次课程视频包括光学显微镜的详细

构造讲解, 显微镜成像原理介绍, 显微镜实际操作演

示并对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进行针对性讲解。在视

频演示中, 还可以针对关键步骤的操作失误导致的

后果加以展示, 方便学生在观看学习时更加深刻地

把握实验操作细节。例如本次实验课程较为重要的

操作之一是调焦, 按照规定, 在高倍镜下调焦只能使

用细准焦螺旋, 如果粗准焦螺旋载物台上升幅度过

大则很容易直接损坏物镜, 但是根据以往教学经验, 
学生往往不在乎这一重要操作, 认为只要能调好焦

同时动作幅度不用太大即可。此时教师使用报废的

显微镜直接在高倍镜下用粗准焦螺旋调焦, 然后让

学生观察样本和显微镜物镜的损害程度, 加深学生

对这一重要操作的理解。

(2) 课程讲授与答疑。教师首先将肺癌、肝癌

等癌症的组织病理切片和正常组织的切片对比展

示, 让学生们结合课前预习判断哪个组织切片为癌

组织的, 并在课堂上再次强调显微镜在病情诊断中

的重要性, 鼓励学生认真学习显微镜的结构与操作。

随后教师对课前学生对于思政目标内容的回答的统

计进行展示, 明确告知学生必须诚信下达诊断意见, 
不能有所保留。但是下达时尽可能将有效的治疗方

式温和友善地传递给患者, 安抚患者的情绪。随后

教师将本次实验课的操作流程与注意事项以PPT的
形式展示, 学生结合预习内容和微课视频独立地完

成实验内容。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不断地来回走动, 
巡视观看每个组的实验过程并对不合理的地方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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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混合型教学设计模式图

Fig.1   Construction pattern diagram of blending teaching in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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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正, 对同学们的疑问进行解答。通过这种方式引

导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 并尝试通过自己的分析和

查证加以解决, 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解决问题

的科研能力。

(3) 课后作业布置及实验总结。教师在线上平

台对本次实验课程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

给出解决方法, 同时针对本次课程的思政内容发起

“在下达癌症诊断通知时如何能缓解患者的恐慌与

焦虑”的讨论, 学生完成课后习题, 并提交实验报告, 
随后在线平台对思政内容进行讨论, 教师针对当下

年轻人喜欢的讨论方式, 对点赞或者回复数目最多

的同学的实验课最终成绩予以适当加分(单次加分

不超过实验课总成绩的2%, 总加分不超过2分), 这
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们的讨论热情, 还能让学生从

思政教育中学习到对自己未来有用的技能, 提高思

政教育的实用性。最后教师通过线上平台统计学生

的参与度, 对本次课程进行总结反思, 调整策略精益

求精, 做到教学相长, 稳步提高混合型实验课教学的

教学效果。

3.4   课程实施效果分析

我校开展的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主要面

向临床学院, 每个学年上课人数达1 000余人, 受
益范围涉及到整个临床及相关专业。本次课程在

2021~2022学年上半学年三个临床班级进行试点, 
并随机抽取另外三个位未实施教学改革的临床班

级, 进行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未开展教学改革

的班级学生, 对于本实验课程有兴趣学习的比例为

72.1%, 而在开展混合型教学改革后, 学生对于本实

验课程学习的兴趣提高到91.2%。这说明通过教学

改革, 绝大多数学生对本课程的认可度得到了提高。

此外学生实验报告的优秀率(90分以上)为86.3%, 显
著高于未开展教学改革的班级的70.2%。这说明本

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素

养。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构成的“三观”是哲

学的基本纲领, 而正确的“三观”指的是个人对客观

环境是否有清晰的认知(世界观), 对自我行为的选

择是否正确(价值观), 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否明确

(人生观)。大学期间是学生“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但是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学生容易产生错误的“三
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提出要将

我国建设成为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当家作主、和谐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明确了我国当下和未

来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层面确立了以法治保障人民

能够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一普世价值观的权

利。在个人层面上明确了以爱国为道德准则, 以敬

业为职业行为准则, 以诚信友善为基本人际交往准

则的人生观。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以上三

个层面为学生“三观”的树立提供了保障。经过本次

课程学习, 93.7%的同学认为自己“三观”得到正确塑

造, 高于未开展思政教学的班级的70.3%。同时正

确的“三观”也是从医者必备的职业素养, 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开展思政教育的班级, 84.6%的学生认为

自己对于医学专业相关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得到了提

高, 而未开展思政班级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为64.3%。

这些结果说明, 本课程的思政教育在学生们正确的

“三观”树立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混合型教学融

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模式未来可以在更多的班级乃至

其他类似科目的教学中加以实施(图2)。经过这次的

图2   教学改革对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 of course reform on teaching result of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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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实践,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型教学并融入思政

元素, 在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的整个过程中都

可以感受到学生对于本课程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

随着每次课程的进行不断提高, 自主思考能力以及

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验操作过程中问题的能力也

得到了强化, 学生们对于所学课程乃至本专业其他

课程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从学生的角度深

刻理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他们的责任, 明
白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肩负的使命感, 达
到了本课程预期的“先传道再授业解惑”的思政教学

效果。

4   结语
医学细胞生物学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是一项长

期且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学高

校的人才培养也是党的十九大后医学高校面临的时

代课题之一[7]。新时代要求医学高校不仅要把学生

培养成能力全面发展并兼具科研素质的新型医学人

才, 还要肩负将学生培养成提高国家的医疗健康水平

建设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使命。为此教师不能

仅仅传授学生所需的专业知识、科研思维和科研方

法, 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思政内容传授给

学生[8]。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教师必须结合本实验课

程的结构特点, 精准找出课程目标和思政目标的相互

融合之处, 通过对思政元素的不断挖掘, 强化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内容的理解, 提高学生

的品格素养和道德水平。此外, 在新时代新教育理念

的背景下, 教师也必须提升自身的德育教育和德育素

养的水平,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得思政教育和专

业知识教育同频率共振, 充分发挥本实验课程的立德

树人的功能, 使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真正能

够符合“传道授业解惑”这一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科

学合理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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