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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检验技术》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的原因、发生机制、发展规律以及疾病

过程中机体的形态结构、功能代谢变化和病变转归的一门基础医学课程。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学生能够掌握病理相关技术操作规程；熟悉本学科领域常用的形态学实

验技术方法；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同学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但是由于该课程知识相对枯燥难懂，学习难度较大，使得学生容易丧

失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病理检验技术》课程思政课，通过将课程的专业教育与学生

德育相结合，充分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重点强调爱国情怀、敬业奉献、科

学创新等积极向上的精神，一方面可以拓展课堂知识、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另一

方面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本课程的情感认同，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以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通过本课程思政课的实施，还可以为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

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又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素养的医学工作

者奠定基础。

https://www.baidu.com/s?wd=%E5%9F%BA%E7%A1%80%E5%8C%BB%E5%AD%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1. 本项目及国内外同类工作现状、存在主要问题分析、预计有哪些突破。

（1）工作现状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贯穿课程教学的各环节、全方面，充分发掘各类课程

的思想政治教学资源，“以‘隐性思政’的功用，与‘显性思政’——思想政治理论课一道，共同构

建全课程育人格局”。病理检验技术是医学科学的主干课程和医疗实践的组成部分，是医学课

程中第一门讲授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在课程性质上，一是系统性和逻辑性强，教学内

容充满唯物辩证法，要求学生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和方法看待和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二是科学性和客观性强，在对疾病的认识和判断上，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坚持追根溯源、

融会贯通、捍卫真理；三是指导性和实用性强，临床上，患者病情将会如何演变？为何会出

现这样的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测指标为何与正常不同？均可用病理学知识来分析和解释，

故需要学生具备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学以致用，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能力。因此，从课程

性质我们不难看出，病理检验技术蕴含了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

际”的唯物思想以及 “以人为本”的人文素养等丰富的“思政元素”，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提

供教学素材。

从 2019年，教研室开始向生物技术专业同学开设此课程，课程的学习设定在 2017级同

学学习，在本课程思政课教学中主要体现爱国情怀、敬业奉献、科学创新这三方面的思政教

育，并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引导、问题讨论、前沿进展介绍等多种形式展开。

（2）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病理检验技术教学的现状，虽在教学中也融入人文教育，但“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

理念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在课程方面，教材内容过于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忽略了人

文素养、职业道德、思政素质的切入；理论教学过于注重器官形态结构变化和机制的讲解，

忽略了理论联系实际、知识指导实践技能的培养；实验教学均以验证性试验为主，忽略了设

计性及探索性实验的开拓。在教师方面，病理检验技术教师均毕业于医学专业，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思政教育，缺乏思政理论背景，往往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从思想政治角度对

学生进行因材施教；教师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总认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是思政教师、辅导

员的职责，忽视自身应该承担的德育职责。该状况亟须得到改变。

（3）预计突破

1. 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

2. 把科学精神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

3. 把人文精神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

4. 把社会责任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



2. 本项目的改革研究目标、内容、主要特色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 研究目标

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共同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培养理论技术

过硬且医德高尚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2） 研究内容

1. 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在讲解临床病理学的概况时，列举白希清等老一

辈病理学家在爱国精神激励下做出的卓越贡献，使我国的病理学科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学会建设等方面从无到有，从贫瘠到丰硕，让学生感受作为炎黄子孙应有的赤诚之心，激发

他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情怀。

2. 把科学精神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在肿瘤一章的教学中，介绍著名的病理学家沈琼

教授研制“食管细胞采取器”的过程，他坚持深入食管癌高发区进行调研，脚步几乎遍布了林

县的大小村庄，研究时间长达 40多年。每当细胞采取器改动一次，为探讨器械的可行性，尽

管知道恶心和呕吐是难免的，他也毫不犹豫先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他那求真务实、勇于探

索的精神，为学界所敬佩，为世人所敬仰。

3. 把人文精神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在各系统疾病的教学中，强调医患沟通的重要性，

让学生明白与患者之间并非单一的技术关系，若不加强提升人文素养，不重视培植仁爱情怀，

不懂得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则易引起医患关系的紧张，甚至引发医疗纠纷和事故。通过教

育，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从而自觉提升人文素养。

4. 把社会责任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在诊断病理学教学中，通过“健康教育”的概念讲

授，提倡学生利用寒暑假到社区或乡村开展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恶性肿瘤等）

健康教育，帮助易感人群规避危险因素，克服不良生活习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实践不仅能

加强对专业知识的牢固掌握，还能用自身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是一件值得自豪和骄傲的

事情。

（3） 研究特色

通过在病理检验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探索在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交互融合的教学改革。提出把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社会责任

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使“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从而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并且通过本课程思政课的实施，还可以为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又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素养的医学工作者奠定基础。



3. 本项目改革研究预期结果和具体结果。

预期结果：

通过本课程思政课的实施，可以为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又

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素养的医学工作者奠定基础。

具体结果：

通过在病理检验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探索在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交互融合的教学改革。提出把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社会责任

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使“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从而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4. 本项目改革研究的总体安排和进度。

2020.09-2020.12 熟悉教材，2018年 9版人民卫生出版社步宏，李一雷主编的《病理学》，以

及自编教材《病理检验技术》。

2021.01-2021.03 熟悉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

2021.04-2021.06 实施授课计划，总结教学经验

5. 已有的工作基础及条件

在讲解临床病理学的概况这一章节时，列举白希清等老一辈病理学家在爱国精神激励下

做出的卓越贡献，使我国的病理学科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会建设等方面从无到有，

从贫瘠到丰硕，让学生感受作为炎黄子孙应有的赤诚之心，激发他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情怀。在肿瘤一章的教学中，介绍著名的病理学家沈琼教授

研制“食管细胞采取器”的过程，他坚持深入食管癌高发区进行调研，脚步几乎遍布了林县的

大小村庄，研究时间长达 40多年。他那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学界所敬佩，为世人

所敬仰。在各系统疾病的教学中，强调医患沟通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与患者之间并非单一

的技术关系，需要加强提升人文素养，重视培植仁爱情怀。在诊断病理学这一节教学中，通

过“健康教育”的概念讲授，提倡学生利用寒暑假到社区或乡村开展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恶性肿瘤等）健康教育，帮助易感人群规避危险因素，克服不良生活习惯，引导学

生认识社会实践不仅能加强对专业知识的牢固掌握，还能用自身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是

一件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通过以上“教书”与“育人”有机统一的举例，达到把爱国主义教

育、科学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社会责任教育融入病理检验课程教学的目的，目前教学

计划已制定好。



6. 经费

主要项目及经费概算

① 病理检验技术相关书籍及文献资料购买 0.1万元

② 参加教学研讨会相关费用 0.2万元

合计 0.3万元

所在院（部、系）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