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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参与式案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夏琴  王睿  李玉娟  肖振宇  霍毅欣  闫天翼  董磊*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重大疾病致病机理及生物治疗课程作为生物与医药体系中的一门专业特色研究生

课, 具有理论性强、前沿发展迅速、创新性强等特点, 其教学模式的改革对拓展研究生专业知识、

提升科研思维与创新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教学中存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生硬, 未充分

兼顾知识点串联、人文情怀以及培养科学精神等问题。为此, 该文提出思政融入的以“参与式案

例教学”为特色的教学改革。课程聚焦“培养底层科学逻辑思维、提升交叉融合科研水平”的学

术目标, 从教学内容到教学设计全方位开展思政融入的前沿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创新模式。教

学内容中选取典型重大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肿瘤等)作为深入浅出的实例, 使学生形成重大

疾病关于“发病机制−诊治思路−治疗手段”的逻辑认知, 同时启发研究生对一些不合理的认知形

成一定的批判性思维。教学设计上运用紧密结合科研的思政元素, 通过引导研究生参与完成小

组科研报告总结, 启发学生从疾病机制到临床应用的创新思路, 从而提升案例分析和团队协作能

力, 培养严谨求实、挑战创新等科学精神。教学评价数据显示本课程的教学改革能够帮助学生

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幅提升学生对重大疾病和生物治疗的认知以及促进科

学逻辑思维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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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articipatory Case-Based Teaching Mode

XIA Qin, WANG Rui, LI Yujuan, XIAO Zhenyu, HUO Yixin, YAN Tianyi, DONG Lei*
(School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s a graduate course specializing in the study of the pathogenesis and biological therapy of ma-
jor diseases, the course of pathogenesis and biotherapy of major diseases has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rapid 
advances, and a high level of innovation. The reform of its teaching mo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However, there are prob-
lems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such as stiff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connecting knowledge points and humanistic care,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etc.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eaching reform characterized by “participatory case-based teaching”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urse focuses on the academic goals of cultivating scientific logical thinking and imp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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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level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tegrat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ve models guided by im-
mer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aching content and design. The course chooses major diseases (such 
as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tumors, etc.) as example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esis-diagnosis-treatment methods” of major diseases, and also inspire graduate students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challenge irrational beliefs. In terms of teaching desig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losely related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used, and students are guided to participate in completing group research report summaries, 
inspiring them to come up with innovative ideas for both basic and clinical issues related to major diseases that 
threaten human health. Through this process, students enhance their skills in case analysis, teamwork, and develop 
a rigorous and realistic approach, as well as a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Teaching evaluation data indicates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implemented in this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shape correct worldviews, life views, and val-
ue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jor diseases and biological therapy, and exercise their scientific 
logical thinking.

Keywords       participatory case-based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practice; bio-
therapy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强调理学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要在课程中把马

克思主义辩证批判思维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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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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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传统着重传授专业知识的基础

课程 (如生物化学、免疫学、遗传学等 ), 重大疾病

致病机理及生物治疗作为生物与医药体系中的核

心课程 , 是一门知识体系复杂、前沿发展迅速、创

新性思维高的课程。近年来笔者从事重大疾病致病

机理及生物治疗课程教学实践发现 , 在北京理工大

学生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 , 该课程思政教学仍存

在一些影响教学效果的问题 (如传统教学对开展课

程思政融入不够或生硬、未充分兼顾知识点串联、

人文情怀以及培养科学精神等 )需要解决。如何在

课程知识传授和科研能力培养中构建科学合理的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是目前生物学专业课建设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

参与式案例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 , 旨在通过学生的参与和互动来促进实际问题

解决能力的培养。目前 , 参与式案例教学已经成为

一种广受欢迎的教学模式 , 因为它不仅能够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 , 还能够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 [1]。本文详细介绍“科研思维”引领、思政

融入的参与式案例教学思路及实施 , 对提升生物学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水平或可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 

进而助力国家培养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的高层次科研

人才。

1   以科研思维引领为特色的重大疾病致

病机理及生物治疗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生物学专业课的思政建设目标是要扎实培养

学生的科学思维 , 并将科学精神和科学伦理融入到

日常科研工作中。笔者主讲的重大疾病致病机理

及生物治疗课程属于专业选修课 , 授课时间在研究

生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 选课人数每年大概30人。课

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参照一流课程建设标准, 
针对理工科院校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 , 由具

有深厚重大疾病研究基础和背景的专家团队承担

教学任务, 紧紧围绕“培养底层科学逻辑思维、提升

交叉融合科研水平”的教学目标, 从课程内容、教学

方法等多角度开展课程思政探索和实践 , 形成了以

“科研思维引领 ”为特色、思政融入 “参与式案例教

学”的教学模式。该模式以研究生为参与主体, 教师

引导研究生线上科研文献阅读、科研热点教学视

频解读 , 并结合线下课堂组织科研案例讨论和小组

科研方案写作 , 训练学生系统性逻辑思维 , 使学生

形成重大疾病 “发病机制−诊治思路−治疗手段 ”的
认知 , 在此过程中如盐化水地融入思政教育 , 引导

学生“加强责任担当, 弘扬家国情怀; 培养科学思维, 
提升科研能力 ; 增强创新意识 , 提高协作能力 ”, 完
成价值塑造 [2], 帮助学生牢牢树立攻克重大疾病的

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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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疾病致病机理及生物治疗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2.1   重塑重大疾病致病机理及生物治疗课程教学

改革设计

教师们围绕 “培养底层科学逻辑思维、提升交

叉融合科研水平 ”的科学思维目标 , 引入实际案例

(神经退行性疾病或肿瘤等 ), 学生参与对实际案例

的剖析、理解和探索, 形成案例分析报告, 进而加深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3]。另外, 注重课堂内容各章节之

间的联系, 将基本理论与拓展部分相结合, 引导学生

绘制整门课的思维导图 , 从重大疾病表现形式到分

子机制挖掘层层递进 , 将课程以清晰的逻辑主线串

联起来。此外, 由于该课程发展进程日新月异, 需要

教师始终走在科技前沿 ,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与时

俱进 , 不断将新理论、新技术、新思路融入已有的

教学内容中 [4]。为解决课程目前存在的问题 , 课程

团队对重大疾病致病机理及生物治疗课程做出如图

1所示的设计。

课程教学团队由具备重大疾病研究基础和背

景 (如阿尔茨海默病、胶质母细胞瘤、小干扰核苷

酸和基因编辑方向等 )的国家级创新科研人才组成。

从生物学、医学、材料学等学科交叉领域设置课程

与选题 , 培养研究生以交叉思维、逻辑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为核心的创新能力。课程主要以人类神经退

行性疾病和肿瘤等重大疾病为教学案例 , 通过介绍

其发病机制 (涉及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

遗传学、生物化学等学科 ), 延伸出诊治思路 (涉及

生理病理学、生物信息学等学科 )、目前的治疗手

段和研究进展 (涉及临床医学和生物前沿 )。此课程

将生物学基础学科和前沿进展 (包括细胞治疗药物、 
小核酸药物等)有机结合, 重在阐释内在的逻辑关系, 
帮助学生提高对重大疾病思维逻辑的认识。前沿进

展部分包括免疫治疗、基因修饰以及药物干预等生

物治疗, 启发学生们形成疾病治疗新思路, 使学生掌

握基本的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提
升学生将多种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 , 激发学生

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 并自然融入传统中国文化、学

术榜样、学校红色基因与当前国家战略等思政元素, 
彰显家国情怀 ,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目前 , 许多重大疾病的发生机理、诊断和生物

治疗都需要依据实例进行具体分析 , 因而开展实例

分析教学与课程整体质量的提高密切相关 [5]。教师

从实际案例入手, 鼓励学生自发形成学习小组, 互相

帮助、合作启发思考, 充分发挥各自所长, 根据已有

的知识储备对实例进行初步分析 , 遇到问题先小组

讨论、推断分析, 自行查阅文献解决, 再通过教师的

指导提取内涵与本质。这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相关

理论知识的理解 , 还能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学生参与案例分析和探讨 , 课程最终以小组互动与

图1   重大疾病发病机制及生物治疗课程设计

Fig.1   Course design for pathogenesis and biotherapy of majo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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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方式创造性地提出特定重大疾病的生物治疗

方法并提交实例分析报告。教师对报告进行可行性

评价与点拨 , 学生通过亲身参与文献调研和认真总

结概括 , 不仅能深入了解和掌握某些重大疾病的发

病机制和生物治疗方法 , 还能培养“大胆假设 , 小心

求证”的科研精神与勇于开拓的品质。

2.2   重大疾病致病机理及生物治疗课程教学实践

2.2.1   结合教学内容开展“参与式案例教学”的思

政引导      教师基于课程价值体系, 尽可能挖掘知识

中蕴藏的内源性思政素材 , 包括与科研发展密切相关

的“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国科学家学术榜样、社会

与科研案例、前沿发展等, 紧密围绕“科研思维引领”
开展思政融入教学[6]。突出服务国家“脑计划”对脑疾

病解析、类脑计算等的支撑。介绍重大疾病从发病

机制、诊断到治疗的认知主线。举例来说。(1) 引导

学生对比记忆 , 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 : 对比介绍神

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是基于神经元应激能力下

降, 导致错误折叠蛋白在神经元的累积, 而肿瘤的发

病机制是获得应激对抗能力 , 增强错误折叠蛋白的

清除能力。(2) 学生针对不同发病机制, 总结生物领

域前沿治疗手段 : 可从免疫学视角介绍最新的肿瘤

治疗方式如细胞CAR-T治疗、基因治疗等。细胞疗

法通过使用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系统在癌症患

者的T细胞内插入了癌症特异性T细胞受体 , 借此体

外扩增个性化的抗癌免疫细胞。(3) 学生参与案例

讨论如何利用免疫杀伤等机制开展疫苗或药物的

创新设计 , 培养学生学以致用、挑战创新的科学精

神。培养研究生从科研角度发现问题 (重大疾病的

表型)、分析问题(致病机制)并解决问题(诊疗)的能

力。(4) 突出中国科学家在重大疾病治疗领域做出

的贡献 [7]。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由于在青蒿素的发

现和治疗人类重大疾病疟疾中的贡献而获得2015年
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青蒿素的发现经历了漫长

的摸索和验证 , 中国科学家在继承中医药学遗产的

同时 , 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成功提取青蒿

素。通过此案例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不断探索、大

胆创新、执着追求真理等优秀品质。我国中医药是

个伟大的宝库 , 需要继续传承、挖掘和创新。同时 , 
中国的科学家也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 , 分享研究

成果, 共同推动全球抗癌事业的发展, 引导学生学习

科学家们无私奉献的科研精神。(5) 鼓励学生大胆

质疑、追求真理。例如在讲解关于不同肿瘤发展机

制与病因学等内容时 , 通过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疾病

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针对当前生物治疗方法局限性、

某些疾病发病机制不清等方面展开思考和探讨 , 鼓
励学生在课堂讨论或小组研讨中大胆提出质疑。如: 
肿瘤免疫治疗中的PD-1抑制剂通过阻断免疫细胞识

别肿瘤细胞抑制性信号从而发挥疗效的机制。学生

在分析案例问题时大胆连续性思维提问 : PD-1是否

只影响免疫细胞的识别？是否也会影响肿瘤细胞生

长？如何解决免疫治疗中的耐药性问题？是否可以

通过调控其他免疫抑制剂来治疗这类疾病？通过这

样的课程实践,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他们

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 从而使其更好地理

解重大疾病的致病机理和生物治疗方法。表 1从教

学内容、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等 4个角

度对课程中部分代表性思政案例进行介绍。

2.2.2   以实例展开线上课前预习、启发式实例课堂

讨论      课堂教学中将实例引入课程教学的方式能

够让学生在课前有目的的预习。首先 , 教师可以提

前在学校提供的延河课堂线上平台中上传与重大疾

病相关的热点问题、自测习题库、电子教案等教学

资料, 并提供参考书目、参考文献等相关内容, 方便

学生根据兴趣与需求随时查阅 ,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与教学平台实现个性化自主预习[8]。其次, 教师提前

一周将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知识以线上微视频的

方式呈现, 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进行实例教学。

将实例中难以理解的原理、机理制作成动画 , 形象

生动地展示给学生 , 实现教学内容具象化。这不仅

有利于教师对抽象知识的传达 , 还有利于学生对重

难点的熟悉与掌握。此外 , 微信公众号也是学生获

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教师也可以通过自建微信公众

号提前推送课程相关的科研动态 , 利用碎片化时间

拓宽学生知识面, 启发学生思考。

学生是课堂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 课堂教学是师

生思想碰撞的过程 , 也是学生自主构建知识框架的

过程。教师将实例引入课堂讨论中 , 把复杂抽象的

知识生活化, 上课时引导学生根据实例提出问题, 并
通过讨论、分析、思考, 最终解决问题, 充分调动学

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 形成生动热烈的课堂氛围。

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取代“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 [9], 将课程思政落实到位。教师在讲授

重大疾病的发病机制时 , 引导学生们尝试从科学家

视角通过“发病机制−诊治思路−治疗手段”的思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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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因编辑等前沿生物技术解决重大医学问题。例

如 , 教师可以引入肿瘤抑制基因BRCA1和BRCA2的
突变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关联。BRCA基因突变参

与DNA修复和转录调控是导致乳腺癌和卵巢癌发

生的致病机制。通过案例 , 学生可以理解遗传突变

导致肿瘤发生。以此为例 , 鼓励学生分组开展文献

调研并总结近20年来科学家为治疗特定重大疾病做

出的努力 , 总结疾病发病机制 , 并小组讨论针对这些

发病机制的生物治疗方法。学生小组 (5~6人 /组 )内
部推选1位负责人 , 负责推动进展并整合信息。小组

内部搜集近20年间的重大科研进展 (约20~30篇 ), 阅
读文献(每人负责5~6篇)总结概括找出疾病发病机制, 
负责人分类归纳, 小组内部进行讨论交流。教师引导

学生根据发病机制给出诊断思路, 并组织学生讨论开

展疫苗或药物的创新设计, 最后课程结束前通过答辩

的形式给出有前景的治疗方案。在完成小组作业的

过程中 , 学生们通过学习科学家们应用多种专业 (包
括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生

物信息学等 )知识再结合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解决重

大医学问题的过程 , 培养了学生的挑战创新精神 , 同
时也激发了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 也锻炼了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科技论文阅读写作能力以及

团体合作共赢的能力。通过以上方式 , 教师可以帮

助学生将抽象的肿瘤疾病和生物治疗知识联系到实

际案例中 , 培养学生的科学逻辑思维、深度分析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提高他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和运用能力。

3   构建考核机制促进课后融会贯通
健全、合理、成熟的考核评价机制是实践教学

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 [10]。为充分激发和调动教与学

两方面的积极性 , 正确检验教师的教导成果与学生

的学习成效, 需要改革传统的考试方法, 将单一的闭

卷考试形式改为以实例分析报告为主, 以线上预习、

课堂讨论与科研综述论文为辅的多样化课程考核形

式 [11]。(1) 线上预习 (15%)。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 要
求学生在课程线上平台浏览相关教学视频并完成自

测题或提交心得体会。教师在讲课前对线上预习的

相关内容进行随机提问 , 并根据预习情况、自测题

成绩和回答问题的熟悉程度和完整度进行评分。(2) 
课堂讨论 (20%)。主要考察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 , 
根据课堂上教师讲解的实例提出问题, 并通过讨论、

分析、思考 , 最终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每个

小组根据讨论内容制作幻灯片并在课堂上展示 , 由
教师与同学提出相关问题 , 最后根据幻灯片展示情

况与问题回答情况综合评分。(3) 课后实例分析报

告 (40%)。各个学习小组从教师提供的实例中选择

感兴趣的部分完成实例分析报告。小组内部也需要

①明确任务 , 确保自身负责部分的完整性。②团队

合作, 每个人都需要参与到讨论中来, 提出想法和建

议。③时间管理, 制定一个时间表, 并确保每个人都

了解并遵守这个时间表。按时完成任务 , 避免因赶

表1   部分代表性重大疾病课程思政案例

Table 1   Represent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for the curriculum of pathogenesis and biotherapy of major diseases
教学内容

Teaching content
知识目标

Knowledge objectives
能力目标

Ability objectives
价值目标

Value objectives

重大疾病概述 重大疾病类型、发展情

况

培养科学逻辑思维、深度分析能力 引导学生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

看到事物的两面性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定义、典型案

例、发病机制与诊疗思路

神经退行性疾病特征、

治疗手段

培养从科研角度发现问题(神经退行

性疾病表型)、分析问题(致病机制)并
解决问题(诊疗)的能力

培养学以致用、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

肿瘤的定义、典型案例、致病机

制与诊疗解析及相关拓展

肿瘤特征、治疗手段 培养从科研角度发现问题(肿瘤表型)、
分析问题(致病机制)并解决问题(诊
疗)的能力

培养追求真理的科研精神与勇于

开拓的品质

靶向小分子药物、mRNA核酸药、

CAR-T与免疫抗体药物的作用机

理及治疗过程

药物治疗与细胞治疗 培养将分子生物学基本理论和技术与

重大疾病相结合, 并交叉运用的能力

培养大胆质疑、不断创新的科研

精神和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

中国科学家对临床前药物的重大

贡献

药物研发和应用 培养运用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基础理

论及交叉学科知识解决肿瘤、神经退

行性疾病等临床、科研问题的能力

学习中国科学家勇于探索、挑战

创新、奉献合作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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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导致质量下降。④有效沟通 , 确保沟通畅通无

阻, 无论是通过面对面的讨论, 还是通过电子邮件或

在线工具进行交流。最终小组负责人如实记录组员

对报告的贡献 , 并根据报告完成情况与各组员的贡

献为每个学生分别评分 , 这将作为教师打分的主要

参考。(4) 科研综述论文 (25%)。主要由研究背景、

意义、提出问题、结果与分析、讨论和参考文献六

个部分组成。对于课程论文的成绩 , 只要学生论文

书写规范、符合课程主题 , 并对相关领域进行科学

的分析和讨论 , 都可以获得较好的成绩。这样多元

化的考核方式不仅可以弥补单项考试的弊端 , 还全

方位地考察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创新能力、理论结

合实际的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 , 更加注重对学生学

习过程的考核, 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4   课程思政融入参与式案例教学的教学

效果
教学评估的关键是要考虑将指标 (教学效果和学

生参与度 )与实际情况结合进行全面分析和判断 [12]。

以下是用来评估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数据。(1) 学
生的参与度 : 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 , 例如出勤

率、参与讨论的程度、完成作业的数量等。(2) 学
生反馈 :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整

体满意度 , 包括教学方式、教师授课表现、课程内

容设置等方面, 以及学生对教学模式的看法和建议。

(3) 学生成绩: 通过成绩或其他形式的评估来衡量学

生的学习成果。(4) 教学反思: 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

进行反思 , 包括教师的教学方法、教材的质量、课

程的目标达成情况等。例如 , 课程通过对北京理工

大学生命学院 2022级 30名硕士研究生进行匿名问

卷调查收集课后反馈数据 , 共收回30份有效问卷结

果。问卷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 96.7%的学生对课程

“知识融会贯通和能力培养”有较高满意度; 90.0%的

学生认为课程中使用的课堂互动、小组讨论等教学

方法对其知识运用、团队协作等能力有较高影响

度; 96.7%的学生认为课程中完成小组作业及小组答

辩、科研报告撰写等环节非常有助于培养 “学以致

用、挑战创新”的科学素养与增强科研使命感, 对树

立“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价值观有较大影响。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参与式教学模式

的效果, 并做出相应的改进和调整。同时, 这些数据

只能提供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估 , 不能完全代表学生

的学习体验和感受。因此,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 还需

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判断。最后 , 学生

可推选出3位优秀教师, 通过分享教学经验来提升下

一年度的教学效果。综上 , 本课程在落实课程思政

的过程中已取得良好教学成效 , 本课程 “科研引领 ”
下的思政教学模式具有较强创新性和较高推广价

值。

5   总结与展望
为改善当前重大疾病致病机理及生物治疗课

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以“科研思维引

领 ”为特色、融入思政的参与式案例教学改革。由

具备重大疾病研究基础和背景的教师授课并引导学

生形成重大疾病“发病机制−诊治思路−治疗手段”的
认知。学生参与调研总结中外文献 , 创造性提出重

大疾病的治疗方案 , 锻炼研究生大胆质疑、深度分

析、综合运用、沟通表达、团队协作等科研能力。

教师言传身教践行科学精神 , 挖掘课程知识中蕴藏

的内源性思政素材 , 紧密围绕科研引领开展思政教

学。通过以传统中医药、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文化浸

润赋能研究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改革举措有

效激发了生物学研究生在该课程教育教学中的学习

兴趣 , 从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等多层面提升了学生

综合素质 , 并将课程思政落实落地。本教学模式的

改革是生物学科思政融入“参与式案例教学”模式的

新探索 , 未来将更加深入广泛地挖掘教学知识体系

中蕴藏的思政内涵, 增加多样化思政展现形式, 从而

为其他生物专业课思政建设提供更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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