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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DDIE模型的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

案例式教学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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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堂教学是全面践行课程思政建设的主渠道。在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中“润物细

无声”地融入思政教育, 对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意义重大。该文依托案例式教学和ADDIE模型构建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体系, 挑选6个思政案例, 潜移默化地将医学人文精神、文化

自信、科学精神等3个思政目标渗透进“课前思考、课中内化、课后调查”教学全过程; 并在此基础

上, 从学生反馈、教师自评等方面评价课程思政效果, 为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进一

步优化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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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major channel to accelerate constructing curriculum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all aspects. It is of 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to train highly qualified medical talents to inte-
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rgets into Medical Cell Biology with smooth and silen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Depending on case teaching and ADDIE model, this paper built up a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ca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Medical Cell Biology, selected six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and imper-
ceptibly infiltrated thre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of medical humanistic spiri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cientific spirit into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nking before class, internalizing during class, and investigat-
ing after class”. Then all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from aspects of students’ feedback and teachers’ self-evaluation, 
which offered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of Medical Cell Biol-
og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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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 , 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

出, 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课程思政建设是核心

抓手 [1]。医学细胞生物学是一门从显微、亚显微与

分子水平上系统研究细胞结构特征、功能表现和生

命规律的学科, 作为医学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 不
仅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重要桥梁 , 也是医

学领域中推动知识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2]。医学

细胞生物学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 , 拥有实施课

程思政的优越条件[3]。如何实现思政教育“润物细无

声”地融入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 已成为探索医

学细胞生物学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4-5]。依据《纲要》

精神, 课程思政要融入医学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 必
须坚持以调动学生思政学习主动性为指向 , 立足医

学专业特点科学设计整个课程思政教学过程 , 具体

包括锁定思政目标, 优化思政要素供给, 改进思政教

学活动, 评估思政教学效果等一系列核心步骤。

案例式教学以案例为媒介、以问题为起点、

以讨论为手段 , 既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 
又能充分提升以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学习

能力 [6-7]。ADDIE模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信息素养

教育、医学教育等领域课程开发与建设中 [8]。与传

统教学设计相比 , 该模型深刻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

建构主义学习论 [9], 更有利于课程良性构建与优化 , 
更能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 [10-11]。ADDIE模型

涵盖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
ment)、实施(Implementation)及评价(Evaluation) 5个
阶段 , 其中分析是教学开展的基础 , 开发和实施是

教学活动的关键 , 评估是反馈教学效果的保障。根

据其构成要素 ,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案例式教

学的设计框架如图 1所示。在本研究中 , 课题组在

前期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过程中 , 借助ADDIE教学

设计模型 , 引入案例式教学法 , 构建了基于ADDIE
模型的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体系 , 
为医学类院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参考。

1   分析
该阶段主要工作是学生学情分析和思政教学

目标分析。学情分析是对课程授课对象的心理、学

习需求及学习动机等逐一探究 , 以确保后续的课程

设计与实际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高度契合。思政教

学目标分析是对授课对象核心素养期望的设定。明

确的思政目标能保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正确把握课

程思政教学方向 , 进而高效发挥课程思政的价值引

领作用。

1.1   学情分析

对学情的分析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 学生心

理分析。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开设于大学一年级 , 
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逐渐被繁重的学习任务磨灭 , 
开始产生懈怠或畏惧情绪 , 学习内驱力不足。因此

教师应积极探索课程教学改革, 融入思政元素, 让学

生收获正向的情感体验 , 鼓励学生成为主动学习的

探索者。(2) 学生知识基础分析。在当前新高考模

式下 , 同一专业学生的生物学基础参差不齐 , 部分

学生面临学习困难。(3) 学生需求分析。新时期人

才培育的诉求指向“品格、创新、思维”核心素养的

图1    基于ADDIE模型的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流程

Fig.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 flow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based on ADDI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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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在校大学生已不再满足知识的单向输

入 , 更愿意主动参与到学习能力建构中来。案例式

教学重视学习者个人学习能力的提升 [12], 鼓励学生

在多角度多层次案例讨论中完善自身的知识框架体

系 [13], 最终发展为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医学人才。(4) 
学习动机分析。基于追求短期个人利益与迎合社会

的心理, 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日趋严重。

功利化学习隐藏着双重危机 , 既可能导致学生理想

信念的淡化和人文精神素养的缺失 , 也可能埋下潜

在的社会危机。医学细胞生物学可借助课程思政的

教育引导功能, 正向化解极端功利化学习动机, 积极

引导学生更关注内在需求和自我能力提升。

1.2   思政教学目标分析

思政教学目标是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

归宿 , 整个课程思政教学都围绕它来展开 [14]。结合课

程及学科专业特点 , 课题组挖掘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

知识中所承载的精神内涵, 确定以下思政目标。(1) 医
学人文精神。对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 , 理解和实践医

学人文精神是成长为优秀医务工作者的关键。人文

精神作为医学的核心价值 , 是医者植根于内心的职业

素养[15]。医学细胞生物学侧重研究细胞在人类疾病发

生、发展及防治方面的作用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适时

融入相关思政案例, 在学生心里埋下“尊重生命、敬畏

生命”的种子, 加强对其人文精神的滋养和价值观的塑

造。(2) 文化自信。坚定医学生的文化自信, 是当前医

学院校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16]。教师在

讲解致病机理和相关疾病治疗方法时 , 可通过对比中

西医差异 , 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兴

趣, 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西医和中医间的差异, 进而了解

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 坚定文化自信, 树立承担民

族复兴的责任感。(3) 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以

坚持理性信念、把握实证方法、秉承批判态度、遵

循试错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哲学精神[17]。20世纪以来 , 
医学细胞生物学在细胞周期、细胞信号转导、基因

表达调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 这背后均凝聚了研

究者不忘初心、执着追求的科学精神。通过将科学

精神融入课堂案例教学中, 理论联系实际, 既延伸了专

业知识 , 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 ; 又帮助学生塑造了勇

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思想价值观。

2   设计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陈誉华和陈志南主编的《医

学细胞生物学(第6版)》[18]。基于医学人文精神培养、

科学精神培养、文化自信等思政目标 , 课题组挖掘

教材知识蕴含的思政元素 , 依据学情分析及教学目

标 , 筛选6个典型案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 以实

现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的双轨并行。思政案例详情

如表1所示。

3   开发与实施
开发阶段主要呈现思政案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的具体组织方式 , 思政教育渗透到每个教学环节 , 形
成相对固定的课前思考、课中内化、课后调研的教

学流程。实施阶段是开发阶段的现实落地 [14]。教师

根据课前、课中、课后不同教学阶段的需求 , 灵活

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问题驱动式、讨论式和启发

式等), 以案例为核心展开教学活动, 尽可能提高学生

参与课堂思政教学活动的收获度。下面以 “第九章 
细胞内遗传信息的传递及调控”为例 , 具体展示医学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设计流程。这一章

节思政案例切入的知识点是 “基因信息传递异常与

疾病”, 其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遗传信息传递异常

与疾病相关性及相应的发病机制 ; 思政目标是通过

案例 “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几个真相 ”, 向学生展示

教材以外的知识 , 引导学生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及

深层次影响 , 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 , 在互相讨论

过程中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3.1   课前思考

课前 , 预留问题 , 引发思考。开课前一周 , 教师

安排学生预习课本 , 并借助线上学习资源 , 如微课、

章节PPT、章节测试、参考资料等完成自主学习 , 
深化理解和掌握下节课所学知识点 ; 结合问题清单

(详细内容见表2), 查找相关网络资源 , 思考所列问

题, 形成阶段性思考答案, 做好课前准备。在此过程

中, 教师通过微信学习群给予适度引导, 既能为课上

预计开展的思政教育活动作好铺垫 , 又能拓宽学生

知识面。

3.2   课中内化

课中 , 展开讨论 , 内化知识。思政案例的课堂

讨论预计占 35 min, 分自由讨论 (15 min)与小组讨

论 (20 min)两部分进行 , 自由讨论是以“清单问题引

入、学生自愿、教师随机点名”的形式进行, 既可让

教师直观了解学生课前思考的完成情况 , 又可为后

续小组讨论环节热身 ; 小组讨论环节以小组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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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案例

Table 1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ases in Medical Cell Biology
授课章节

Chapter
融入知识点

Corresponding 
knowledge points

思政目标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objectives

思政案例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
教学设计

Teaching design

第二章 细
胞概念与分

子基础

细胞的分子基础 科学精神(勇于

探索、理性求

实)

DNA双螺旋结构研究历程。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
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之前, 众多科学家已经在该

领域进行了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1950年埃

尔文 · 查戈夫提出了DNA中A=T, G=C即“查戈夫第一

法则”; 1952年莱纳斯 · 鲍林提出了DNA的三链螺旋模

型, 该模型虽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他提出了新的思

考角度; 1952年5月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首次拍摄到了

DNA的高分辨率X射线晶体衍射照片, 清晰地展示了

DNA的B型结构。沃森和克里克在这些研究者工作的

基础上, 于1953年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

首先介绍DNA双螺旋的结构要

点, 引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

现历程的案例, 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通过对案例中科学家勇于

创新、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的

介绍, 从中引申出新时代医学专

业学生也应具备不畏艰难、勇

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同时引导学

生认识到基础知识对后期发展

的重要意义

第五章 细
胞内膜系统

与囊泡转运

细胞内膜系统与医

学关系

文化自信(对传

统医学的自豪

感)

一则中医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案例(改编自网络

资源): 符某, 男, 痛风性关节炎5年病史, 因旧病复发

口服秋水仙碱及甾体类消炎止痛类药物导致上消化

道出血而入院, 中医诊断: 左下肢膝、踝关节红肿疼

痛, 动时痛感强, 舌质红、苔薄黄腻, 脉濡数。医生确

诊为(湿热型)痹证(西医称为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 
治疗主化瘀泄浊, 清热解毒, 通络止痛。开中药口服

方及外洗方, 纯中药治疗15天, 患者关节红肿热痛消

失, 活动正常。出院后续以健脾和胃、湿祛浊法开药, 
1月后复查, 患者关节功能恢复正常

在讲解完溶酶体与痛风的关系

后, 介绍西医对痛风的治疗方

案, 然后引入中医在痛风诊疗过

程中的具体案例, 并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 使学生意识到中医不同

于西医治疗的特点和优势, 激发

学生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自豪感, 
提升文化自信; 同时, 引导学生

辩证看待中西医治疗之间的关

系, 两者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

的关系, 培养学生的科学理性思

维

第七章 细
胞骨架与细

胞的运动

细胞骨架与疾病 科学精神(勇担

责任、勇于创

新)

天然抗癌药物紫杉醇的研发故事(改编自网络资源): 
1960年,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与农业部合作, 采集和

筛选植物样品以发现可能有药用价值的天然化合物。

此后工作者共收集并测试了3万多个样本, 最终从太

平洋红豆杉树皮中提取出了“紫杉醇”。因其结构特

殊及提纯产率极低, 一度被放弃; 直到1971年, 科学家

确定了其抗肿瘤活性, 才引起广泛关注。因其全新的

抗癌作用机理及良好的临床表现, 市场需求巨大; 但
扩张的市场需求加剧了太平洋紫杉树的砍伐, 遭到环

保主义者的坚决抵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发

明了半合成方法制备紫杉醇, 使得进一步开发紫杉醇

成为可能

在讲解细胞骨架与肿瘤的关系

时, 由“紫杉醇通过与微管蛋白

特异性结合, 增强微管稳定性, 
抑制肿瘤增殖。”衔接, 转入紫杉

醇研发历程的讲述, 并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 期间一方面让学生认

识到每一次新发现背后都是科

学家探究精神和责任担当的集

中映射, 引导学生建构理性探究

思维;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担当, 关注人类生存环境问

题, 同时鼓励学生通过查阅文献

了解紫杉醇抗肿瘤机制的最新

研究进展

第九章 细
胞内遗传信

息的传递及

调控

基因信息传递异常

与疾病

医学人文精神

(人文关怀、尊

重生命)、科学

精神(理性思

维、尊重实证)

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几个真相(整理自网络资源)
真相一: 阿尔茨海默病不是老年人的专属, 已记录的

最小发病年龄为36岁
真相二: 中国是世界上阿尔茨海默病患人口最多、增

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但服务该病的公益机构还不成熟, 
短缺的医疗保障还无法满足患者需求

真相三: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原因仍未破解, 主要致

病假说有β淀粉样蛋白假说(22.3%)、神经递质假说

(19.0%)、Tau蛋白假说(12.2%)等
真相四: 2022年7月21日, Science杂志发布一篇文章《学

术界污点？》, 指出16年前该病领域一篇重要奠基性

研究论文涉嫌造假; 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推翻淀粉样蛋

白假说, 但它带偏了16年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 无数研

究者的心血付之一炬, 数千万患者的希望又落空了

在讲解蛋白质降解异常与疾病

关系时, 引出案例, 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 其间一方面让学生意识

到医务工作者人文关怀的重要

意义, 树立服务患者的职业自豪

感和使命感; 另一方面引导学生

在讨论中领悟科学研究应客观

严谨、尊重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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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章节

Chapter
融入知识点

Corresponding 
knowledge points

思政目标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objectives

思政案例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
教学设计

Teaching design

第十五章

细胞分化

细胞分裂异常、细

胞分化异常与肿瘤

科学精神(持之

以恒、精益求

精)

王振义院士在白血病治疗方面的突出贡献。1979年, 
王振义院士开创性提出白血病治疗的“诱导分化疗

法”理念; 1983年, 王振义院士通过显微观察, 成功记

录到急性早幼粒细胞在全反式维甲酸的诱导下有效

分化为正常细胞的过程, 这一发现为白血病治疗领域

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1986年, 王振义院士首次用

独创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法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同年24位患者得到救治并好转; 后来他又与学生陈

竺、陈赛娟等人共同提出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治疗的“上海方案”, 使患者五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

95%以上

首先从细胞分化与肿瘤的关系

引入王振义院士及其团队在治

疗白血病方面的研究历程, 让学

生感悟到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们

深厚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 和
他们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在科

学研究中孜孜不倦、精益求精

的科学精神

第十六章

细胞衰老与

细胞死亡

细胞衰老与疾病 科学精神(勇
于探究、奉献

精神)、医学人

文精神(以人为

本、尊重病患)

早衰症少年和他的英雄妈妈莱斯利 · 戈登(改编自网

络资源): 出生时就患有早衰症的山姆是不幸的, 但乐

观的他始终对生活抱有着希望, 并登上TED发表演讲

“不幸的人是如何拥有幸福人生的”。他的妈妈在知

道儿子患病后, 并没有放弃治疗, 找不到药就自己成

立基金会来研究如何治愈早衰症。即使山姆17岁去

世后, 他父母也没有停下研究, 希望其他早衰症儿童

能够有被救治的希望。山姆的确凭借自己的力量改

变了这个世界, 虽然还不能彻底治愈早衰症, 但也让

不少人看到了生的希望

在讲解细胞衰老的学说与机制

时, 由婴幼儿早衰症引出案例。

通过案例讲述开展课程思政, 让
学生深刻感受到英雄妈妈义无

反顾投身早衰症研究、不畏困

苦的探究精神和服务所有早衰

症儿童的奉献精神; 并且, 借助

视频、图片等直观展现早衰儿

童的生活历程, 深植医学人文精

神, 引导学生坚守“以人为本”的
原则, 关注患者权利、尊严、人

格等方面, 以最大限度保障患者

的全面健康

表2   课前问题清单(第九章)
Table 2   A list of pre-class questions (chapter 9)

序号

No.
问题

Questions

1 遗传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异常就会引发疾病。你对这类疾病有哪些了解

2 有些人把阿尔茨海默病称为“老年痴呆”, 你觉得这种表述准确吗？只有老年人会患阿尔茨海默病吗

3 你有看过一部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电影、书籍、纪录片吗？你接触过这类病人吗？如果有, 能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吗？如果没有, 
推荐两部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和《我只认识你》, 真实的故事会让你深有触动

4 你了解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眼中的世界吗？推荐一部科普书《想带你看看失智症病人的世界》

5 你了解阿尔茨海默病的几大致病假说吗？分别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都被称为“假说”吗

6 你知道2022年7月爆出的阿尔茨海默病领域2006年Nature发表的奠基性论文涉嫌造假事件吗？请思考一下, 这一事件对你有怎样的

启示

汇总成员讨论结果 , 由小组代表总结发言。整个过

程遵循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的原则 , 任课教

师通过“引入问题、推进讨论、总结发言”最大程度

发挥主导作用, 确保思政目标有效融合。

第九章思政案例课以“蛋白质降解异常与阿尔茨

海默病关系”为切入点, 教师引入课前思考问题, 自然

融入思政案例4“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几个真相”(详细

案例内容见表1)。第一步, 教师引入清单问题“阿尔茨

海默病是老年专属疾病吗？”“你清楚阿尔茨海默病

有多少种致病假说吗？为什么是假说？”“愿意分享

纪录片观影感受吗？”“接触过该病病患吗？”, 引导

学生自由讨论 , 分享前期思考。随后教师总结 : 阿尔

茨海默病不能被简单定义为“老年痴呆病”, 年轻人也

有患病可能性 ; 目前仍并不清楚该病具体发病机制 , 
学者们只是在死于该病的患者脑内观察到淀粉样蛋

白 (Aβ)和Tau蛋白 (T)的“斑块和缠结”, 但这不足以证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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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些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在这个过程中 , 教
师引导学生感知严谨逻辑推理、理性思维在科学探

究中的重要性 ; 引导学生对生命、对人生深入思考 , 
感悟对患者人文关怀的重要意义。第二步 , 教师组织

学生以小组形式讨论问题6“阿尔茨海默病领域奠基

性论文涉嫌造假事件”, 总结小组代表发言, 启发学生

领悟理性求实、尊重实证的科研精神。

3.3   课后调查

课后 , 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 , 即时评估教学效

果。课程结束后 , 任课教师通过问卷星小程序发放

课后问卷调查 (详细内容见表3),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结果评判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思政案例的选择是

否恰当、教学设计可能存在的不足、学生的课堂学

习接受度等, 以便及时动态调整和更新教学计划, 进
而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值得注意的是 , 课后问

卷调查遵循 “自愿参与、不记名 ”原则 , 旨在避免让

学生产生对课程思政的抵触情绪 , 尽量将 “潜移默

化”的德育渗透理念贯彻始终。除此之外, 基于对学

生在课堂表现的观察 , 任课教师从班级中随机选取

几名课程活动参与度不高的学生, 围绕“思政案例与

专业知识的融合度”“课堂教学设计的接受度”“思政

目标的感受度”等方面展开深度访谈, 收集这部分学

生对当堂课课程思政教学的意见和感受。

4   评价
4.1   学生评价与反馈

通过之前回收的课后调查表 , 课题组统计分析

学生对当堂案例课思政教学活动的满意度 ; 基于此 , 
在学期结束后 , 课题组计算出本学期学生对课程整

体思政效果的平均满意度。教学改革实施以来 , 学
生对课程整体思政效果的平均满意度在 80%~86%
之间, 表明学生普遍满意这种教学方式, 整体思政效

果良好, 这更坚定了课题组开展课程思政的信心。

进一步 , 课题组在学期末调查学生对所选思政

案例的认可度情况, 起初仍考虑采用问卷形式, 但发

现 : 若不设置选项供学生选择 , 无效问卷占比较大 ; 
若设置选项 , 选“不确定”、“其他”的学生占比较大。

因此 , 课题组调整为访谈形式评估学生对思政案例

的认可度 , 包括认可度排序和认可度原因。从访谈

情况来看 , 学生认可度最高的思政案例是“案例2 中
医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案例 ”, 原因在于 : 学生

认为该案例在激发文化自信的同时 , 也让他们意识

到辩证看待中医与西医间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最贴近自己生活的案例是 “案例 4 有关阿尔茨海默

病的几个真相 ”, 原因在于 : 学生在案例引导中感悟

到科学研究客观严谨、求真务实的重要性和现实意

义, 也领悟到医学生树立医学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此外, 学生们也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对案例式思

政教学活动的感受 , 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同学

在学习完案例3后, 不禁感叹“看似偶然发现了紫杉醇, 
其实是无数科学研究者的心血结晶 , 今后人生道路上

也要学习那种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有同学在学习

完案例5后分享感悟“真得为自己选择医学专业而感

到自豪 , 今后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 希望

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此外 , 也有学生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如“增加案例库的丰富度”、“多样化课堂

讨论的形式”、“提供更多前期自主学习阶段可参考的

资料”等 , 这些反馈和意见对完善医学细胞生物学课

表3   课后问卷调查内容

Table 3    The contents of after-class questionnaire
序号

No.
问卷调查内容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items

1 课前自主学习阶段, 教师提供的资料充足

2 问题清单所列问题有助于课堂专业知识和拓展案例的学习

3 引入案例是课本知识点的自然延伸

4 课堂氛围良好, 我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

5 课堂讨论使我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更深入

6 我乐意接受课堂上老师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延伸话题

7 我愿意参与课堂上有关思政话题的讨论

8 课后我愿意多了解医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内容

学生针对问卷调查内容作出评价(认同、基本认同、不确定或不认同)。
Students evaluate the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identity, basic agreement, uncertainty or di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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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教学设计, 提高教学活动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4.2   教师自评与反思

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设计者和具体实施者 , 其
自评与反思是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回顾与审视。在医

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过程中 , 任课教

师明显感受到自身专业素养、思政水平和授课能力

的不足。首先, 专业素养方面, 部分教师缺乏提炼课

程思政要素的意识和能力 , 往往陷入对思政案例与

专业知识匹配度或案例导入方式有效性等的微观分

析之中 , 缺乏对课程思政整体框架和深层内涵的宏

观把握。其次, 思政水平方面, 教师在教学中越来越

意识到自身政治理论知识薄弱 , 深感 “育人 ”的同时

也要“育己”, 只有建立高度的政治认同, 把握正确的

政治方向 , 才能在教学实践中有效贯彻正确的价值

观教育 , 才可能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再

次, 授课能力方面, 教师深感课程思政需要时刻扫描

学生认知盲区, 瞄准思政教育的靶心, 与学生产生情

感上的共鸣, 才能有效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5   结语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 深入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

模式, 整体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设计体系, 是适应

新时代教育内涵发展的必然要求。积极探索和实践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 , 有助于发挥医学细胞生

物学课程的育人功能。基于对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

创新 , 本文构建基于ADDIE模型的医学细胞生物学

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设计体系, 依托ADDIE模型, 以
思政案例为媒介 , 指导教师有计划、有目标、分步

骤地完成思政教学活动 , 以期最大化课程思政教学

效果。当然, 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惑, 如是否扩

大思政案例库, 如何改进课程思政效果评估体系, 以
何种形式将思政纳入考核 , 如何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和思政水平等。课题组将持续探索优化医学细胞生

物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 以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活动

的常态化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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