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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课程思政的要素分析及实施路径

任桑桑 施毓 陈智

[摘要] 课程思政是实现价值观引导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重要载体。传染病学课程具有丰富的思政教学内容

和立德树人的天然优势。本文分析了传染病学课程特殊性和课程思政的构成要素，提出了传染病学课程思政的实

施路径，以期为更好地开展传染病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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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infectious diseases courses
REN Sangsang，SHI Yu，CHEN Zhi. School of Educa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the essential carrier to realize value guidance，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ability training.infectious diseases courses have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natural advan-

tage of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 course and the con-

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and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 courses，which might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teaching prac-

tic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infectious disease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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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明的教育的根

本任务，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教育部颁发的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实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1]。同时强调，

“课程思政”是实现价值观引导、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的载体，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途径。

传染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与人民健康和

生活密切相关，且对社会、经济、文化，甚至外交与

战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2]。学习传染病学的基础

和临床知识，能够使学生掌握传染病诊治技术并具

备传染病防控能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

价值。

由于传染病的特殊性，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具

有独特的重要性。在传染病学课程中融入思政教

育的内容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强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学生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

热爱生命，激发学生学习传染病学的内驱力。教师

作为教学任务的执行者，在教学过程中起关键的作

用，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挖掘传染病

学“课程思政”内容和要素、设计并建设好实施路

径，使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政教育融为一体，将极大

地提高传染病学的教学水平和效果。

1 传染病学的特殊性

传染病学是一门强实践性的学科[3]，其教学研

究对象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医护人员在救治的过

程中存在自身被传染的风险，国家专门出台有针对

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性和

政策性文件，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传染病学课程具有

丰富的思政教学内容和立德树人的天然优势，是融

入思政教育、加强党的领导的优秀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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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染病学课程思政的内容要素

基于传染病学上述的传染性、实践性、法规性

和政策性的特点，深入挖掘传染病学“课程思政”的

要素，并在教学中加以体现，具有重要的价值。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对于传染病

的处理，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处理理

念和方式[4,5]。本次新冠疫情中，我国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坚持动态清零目标，坚持科学精准防控，取得

全球最好防控效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

2.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 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根除或控制经典传染病如天花、血吸虫、脊

髓灰质炎等，新发突发传染病如新冠肺炎等方面不

惜经济代价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

以人民健康为先的宗旨。

2.3 医者仁心的人文精神 在高致病性禽流感、埃

博拉出血热、新冠肺炎等高风险的传染病救治中展

示了医护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对人体免疫缺陷病

毒感染者等传染病弱势群体的关爱，体现医者仁心

的人文关怀。

3 建设传染病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3.1 建好教师队伍，提升教学意识和教学能力

3.1.1 建设政治坚定的教师队伍 坚守正确的政

治观是始终把牢思政教学方向的指明灯。作为传

染病课程授课教师，必须在专业授课时恪守政治纪

律，在讨论涉及政治的学术理论问题时必须自觉维

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在“新冠肺炎病

毒溯源”问题上，必须自觉抵制部分西方国家对中

国毫无事实根据的无端污蔑。在比较国内外新冠

肺炎防治措施时，积极展示党和国家采取的有力措

施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3.1.2 增强课程思政教学意识 具体可通过以下

方式：组织专题讲座、学习班或培训班等方式进行

理论学习，提升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的理解；邀请传染病学前辈讲述传染病救治

中的英雄事迹、历史成就和感动点滴，提升医者仁

心的情怀和立德树人的信念；思政专职教师或有思

政经验的专业课教师，参加授课教师的试讲点评及

正式授课的课堂旁听，及时指出专业课程教学中思

政教育的不足之处。

3.1.3 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教学内容建设为

传染病学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关键支

撑载体和条件保障。提升教师传染病学的“课程思

政”内容建设的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

专业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辩证批判思

维能力，提升诠释本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的站位；

广泛阅读传染病相关的人物传记、科普书籍、报刊，

了解国内外的医疗动态和发展，扩展思政知识储备

库，提高专业与思政交叉的敏锐度；提高传染病学

教材、教案、教辅的改编和整合能力，保障思政元素

和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

3.2 优化课程设计，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3.2.1 设计思政专业融合的教学方案 思政教育

需要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中，将思政引导蕴含于学理

阐释之中，避免空洞的政治说教，以创造形象生动、

深入浅出、振发人心的学习体验。例如，在传染病

学总论教学时，讲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染病防治取

得的巨大成就；在重大传染病（乙型肝炎、结核病、

艾滋病等）时，可融入中国实行的结核免费治疗，新

生儿乙肝疫苗免费接种，以及艾滋病免费自愿咨询

检测、免费抗病毒治疗、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

费上学等所取得的成效，彰显“为人民服务”的崇高

情怀、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怀。

3.2.2 挖掘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教师在临床工作

中，会接触到大量的临床案例，经过思考、整理、总

结，可作为丰富的思政教育的内容。尤其在新冠疫

情的背景下，通过各种抗疫先进事迹的讲述，可以

更深刻地让学生体会到医生的社会责任和奉献精

神。因此，要鼓励教师去发现日常工作中的教学案

例，思考如何将专业与思政融合；也可以定期组织

教师们集中讨论案例，分享“课程思政”教学相关的

所见和所思。

3.2.3 丰富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利用创新、多元化

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变是提升课

堂思政教育效果的重要举措。例如：利用角色扮演

教学法，由学生模拟抗疫场景，充分体会一线临床

抗疫人员的内心、情感、行为，从而获得更生动、持

久的感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利用发达的信息

技术，在介绍传染病治疗技术时，通过电话视频会

议连线一线的科研工作者，讲述他们艰苦奋斗、自

主研发的故事；利用“翻转课堂”，让学生做课堂的

“主人”，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思政教育，提升教学

的效果；此外，还要充分发挥第二、第三、第四课堂

的作用。

3.3 突出以情动人，强化思想引领和人文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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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价值塑造的思想引领 价值观塑造应贯穿

于传染病学教学的始终。教师应有意识地发掘反

映正确价值取向的知识点，引导学生的价值判断、

价值选择和价值塑造。如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在落

后的科技条件下仍然坚持抗疟药的研究，最终从古

代文献中获得启发，成功研制出青蒿素，挽救了无

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3.3.2 促人共鸣的情感感召 成功的情感感召能

够放大思政教学效果。例如，传染病学课程教师在

讲述新发突发传染病时，通过具体事例宣扬中国医

务人员在抗击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人感染甲型

H7N9 禽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的无畏、牺牲、奉献精

神，常能激发学生投入医学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命

感和责任感。专业课教师自身需要较好的表述能

力、善于利用各种先进教学技术和方法，可以充分

营造“课程思政”教学的情感感召，促进学生产生共

鸣和共情，最终为思政课教学带来“推力”。

3.3.3 贯穿始终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医学的

灵魂，表现为对人和生命的尊重、关心、关爱。传染

病引起的疫情传播，可能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理

念冲突等。另一方面，相比于其它疾病，传染病具

有一定的传染性，不仅会对患者造成生理上的影

响，还会对患者及其周边人群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和

压力；一些传染病患者会由于害怕受到歧视而隐瞒

病情，也会由于内心顾虑造成对医生不信任，产生

医患问题[6]。因此，医生需要给病人更多的安慰与

鼓励，帮助患者正确看待病情，充分发挥以人为本、

求真务实和尊重生命的医学人文精神。教师要注

重将人文素质的熏陶和培养融入专业教学，让学生

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从而培养热爱生命、

关爱生命的医学人文素养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精神。

3.4 完善质量保障，做好课程评价和教师考核 制

定传染病学“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是提升教师

“课程思政”能力、做好“课程思政”建设的制度保

障，持续推进“课程思政”质量的提升。传染病学教

研室应依据思政教学的要求，结合传染病学教学的

自身特点做好顶层设计，评价体系应该涵盖“课程

思政”各个环节包括教学目标理念、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效果评价等的监测、规范和评

估。可通过教学督导和学生们对教师的课堂及课

外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和打分，及时反馈至教师以

做出教学调整，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水平。

此外，要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纳入到教师教

学考核中，在教师考核评优中突出“课程思政”方面

的育人业绩，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定、职务晋

升、评优奖励、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在教学各类成

果的表彰奖励工作中，突出“课程思政”要求，从制

度上引导和激励教师积极主动地投入“课程思政”

建设。

4 总结

传染病学作为重要的临床医学课程，学生仅仅

学好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以人为

本、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具备法制观念和人文精

神。因此，将传染病学专业知识和思政教学有机融

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学生的课堂

学习效果密切相关，教师应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

全方面地提升教学水平，增强自身的传染病学“课

程思政”意识，提升自己的传染病学“课程思政”教

学的授课技巧，在教学过程中以生动的方式将传染

病学专业和思政教育融为一体，正确地引导学生的

学习方向，启发学生思考与主动学习，提升学生的

学习效率。同时，传染病学教研室等教学组织应严

格把控备课、教学、督导及课程评价等各个方面的

质量，切实构建传染病学“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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