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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

新农科背景下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
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张东超,赵 伟,于晓雪,赵瑞利,李道稳,金天明*,李留安**

(天津农学院
 

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天津
 

300392)

摘 要:在新农科背景下,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兽医病理解剖学

是基础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的“桥梁”学科,在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

章分析了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挖掘了课程中典型的思政元素,建立了经典的课

程思政案例库,并对课程思政建设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旨在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

考,助力培养新农科需求的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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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nurturing
 

tal-
ent”.As

 

a
 

bridge
 

between
 

basic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clinical
 

veterinary
 

medicine,veterinary
 

pathological
 

anatom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veterinary
 

medicine.The
 

paper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veterinary
 

pathology
 

anatomy
 

course,excavated
 

the
 

typica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stablished
 

a
 

classic
 

case
 

databas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mad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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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中国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分步推进,《安
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提出了面向新农

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发展新农科的新理念,
《新农科建设北大仓行动》推出了深化高等农林教育



改革的“八大行动”新举措,《新农科建设北京指南》
实施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的“百校千项”新项目,
共同构成了新农科建设体系[1-3]。立德树人是教育

的根本任务,是新农科建设要求培养卓越农林人才

的中心环节[4],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

树人的战略举措。2020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中提出:“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

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

掘课程思政元素”[5-6]。为此,本文对新农科背景下

农业院校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索和实践

总结,以期为专业课程有机融入思政教育提供借鉴,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培养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

创新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1 兽医病理解剖学的课程性质

兽医病理解剖学是研究患病动物器官、组织和

细胞形态学变化及其发生原因和发病机制的一门重

要基础兽医科学,通过对病理变化的观察和分析,从
形态学角度揭示疾病的本质和发生、发展及转归的

规律,为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7]。兽医

病理解剖学作为兽医病理学的分支,是动物医学专

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

实践性[8]。兽医病理解剖学是在学习动物解剖学、
组织胚胎学和动物生理学等之后的课程,为后续兽

医外科学、动物传染病学等专业课程奠定基础,与动

物医学专业其他各门课程之间具有广泛而紧密的联

系,故也被称为“桥梁”学科,在培养兽医专业人才中

处于核心地位[9]。

2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2.1 落实“立德树人”和“三全育人”的重要举措

新农科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传统思政课程对本科

生教育存在时间有限、联系实践不强、思政元素覆盖

范围狭窄、思政教育不成体系等缺点,专业课程是课

程思政建设的重要载体,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兽医

病理解剖学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是实现全员育人、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举措[10]。深

入挖掘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

课程教学中,将更有利于动物医学专业学生的德育

培 养,发 挥 专 业 课 程 与 思 政 课 程 协 同 育 人 的

功能[11]。

2.2 提升教师“育德”能力和教学“两性一度”的重

要途径

  农业高校培养符合新农科需求的卓越人才,教
师不紧需要具备高深的学术造诣,还需要有端正的

思想道德品质和“四有”好老师的素质,能够将理想

信念、道德情操、知识与技术、实践能力、思维方式及

仁爱之心等揉合一体,更能够通过言传身教感化学

生[12]。因此,通过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
能使教师深入学习思政元素中蕴含的育人知识,提
升教师“德育”能力;将知识、能力和素质充分结合

后,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增加

知识的融合度和辐射度,提升教学“两性一度”[13]。

2.3 培养新农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

才的重要环节

  新农科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兽医病理解剖学是对学生专业

知识和技能要求较高,在多元化的教学中渗透思政

案例,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的创新

思维,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学生

的专业认同感和责任意识,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

标[14]。因此,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可发挥

专业课程隐性育人作用,助力培养新农科背景下畜

牧兽医行业急需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3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的教学现状

兽医病理解剖学具有概念易混淆,知识零碎且

多,抽象枯燥等特点[15]。另外,教师对该课程德育

培养学生重视度不够,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深入,经
典课程思政案例库缺乏,涉及课程思政教学极少。
教学课时精简较多,课时减少明显,没有充足时间对

学生开展思政育人。教师教学模式单一,以理论课

教学为主,实验课为辅,学生以仅有的病理组织图片

学习为主,观察组织病变的灵活性不够,缺乏课程思

政与专业知识的联系和创新思维发散。教师采用传

统的方式授课,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及临床病理掌

握不及时,导致德育教育执行能力的提升速度缓慢。
因此,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亟待加强。

4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

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立

  根据兽医病理解剖学的特点和涉及知识点,深
挖出课程中蕴含的奉献精神、工匠精神、职业道德、
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敬畏生

命、团队协作、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等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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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巧妙融入相应的知识内容,形成思政案例(表

1),在改革的课堂教学模式中贯彻落实,达到课程思

政育人的功效。

5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路径

  为积极响应新农科建设的发展需求,深入践行

表1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思政案例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cases
 

in
 

the
 

veterinary
 

pathological
 

anatomy
 

course
大纲章节 切入点 教学方法 思政元素 思政案例

第一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第一节
 

充血

淤血的形成条件、

病理变化及发生机制

故事讲授、

科研分析

科学创新、

文化自信

讲述李时珍研究野芋麻叶药治疗瘀血症的事例,古有李时珍、孙思邈、华佗,

今有屠呦呦等医药学家不断钻研中医药,为全世界展示了中医药学的博大精

深,呼吁同学不断创新的同时,应坚信和发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第二章
 

细胞和组织损伤

第二节
 

细胞变性

脂肪变性的发生

原因与机制

信息传递、

互动讨论

敬畏生命、

关爱健康、

健康中国

高脂饮食和过度饮酒都会引起脂肪肝。早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脂肪肝防

治指南(科普版)》中显示,中国成人脂肪肝患病率已达到12.5%~35.4%。

积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加强身体锻炼,做新时代积极健康

的好青年,呼吁学生关爱健康,关注健康中国。

第三章
 

细胞凋亡

第三节
 

细胞凋亡的意义

细胞凋亡与个体

发育和生存
类比联想

奉献精神、

家国情怀

动物器官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一些细胞会为了整体利益主动通过凋亡来牺牲

自己。古往今来,有很多先辈英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

指引每位同学向前辈们学习奉献精神和家国情怀。

第四章
 

适应与修复

第一节
 

适应
萎缩、坏死、变性

类比分析、

互动讨论
文化自信

很多专业性词汇,如萎缩、黏液样变性、干酪样坏死等,仅从汉字字面就可以

理解和区分其专业意义;然而,英文专业词汇很难认识、理解和区分。汉字简

洁、生动、准确的表达以及强大的引申功能是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引导学

生感悟中文的博大精深,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第五章
 

炎症

第一节
 

病因和影响炎症

过程的因素

炎症发生的原因
知识引导、

互动讨论

科学精神、

创新思维

重要科学研究发现,巨噬细胞在吞噬病原微生物后,可以产生高浓度的 NO,

进而杀灭和抑制病原体。启示我们科学永无止境,同学们要始终带着发现问

题的思维和创新意识去学习,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执着的科研精神。

第六章
 

肿瘤

第一节
 

肿瘤概述

肿瘤的发生原因

和发病机理
故事讲授

文化自信、

民族自豪感

我国著名的肿瘤专家“南孙北管”(北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南有

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管忠震)事例讲解,为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

第七章
 

心脏血管系统病理

第五节
 

脉管炎

动脉和静脉的

概念及其特性

知识引导、

互动讨论

文化自信、

爱国主义

中医脉诊是我国在世界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公元前五世纪,我国就已经出现

了脉诊,并一直沿用至今,充分证明了中医的科学性和传承性。让学生深入

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心,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

精神。

第八章
 

呼吸系统病理

第四节
 

肺炎
肺炎分类

事例分析、

互动讨论

制度自信、

爱国主义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国武汉暴发,面对突然发现的未知新型病

毒,在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相比其他国

家,学生可以深刻体会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学生的制度自信

和爱国主义情感。

第九章
 

消化系统病理

第五节
 

黄疸
溶血性黄疸 故事讲授

文化自信、

工匠精神、

奉献精神

血液寄生虫疟原虫可引起溶血性黄疸,引入屠呦呦发现抗疟新中药青蒿素,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由此,在2015年,中国获得了第一个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此激励学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讲述屠呦呦13

年的青蒿素发现历程、190次试验失败及以身试药的事例,鼓励学生学习科

学家的锲而不舍及奉献精神。

第十章
 

泌尿生殖系统病理

第一节
 

肾炎
急性肾小球性肾炎

案例分析

信息传递

爱国主义、

民族自豪感

“雀斑肾”是猪瘟的典型病理剖检变化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

学家周泰冲通过将猪瘟石门系强毒在兔体上连续传几百代后培育成功了一

株猪瘟兔化弱毒疫苗,为世界猪瘟的防控做出巨大贡献。此外,我国还首创

和育成的马传染性贫血病弱毒疫苗、牛瘟兔化绵羊化弱毒疫苗等,展现出我

国在世界动物传染病防控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十一章
 

神经系统病理

第一节
 

神经组织的基本

病理变化

神经细胞的变化
故事讲授、

案例分析

家国情怀、

奉献精神、

社会责任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雄张定宇院长的事迹,张定宇院长身患渐冻人症(运动

神经元病病),却仍然忍着病痛、坚定地带领全院医务人员抗击疫情、拯救患者,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此勉励学生学习张定宇院长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也许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激励学生

带着使命感学习兽医病理解剖学知识,为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献身。

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 鸡的病理剖检术式
示范示教、

实践操作

职业道德、

团队协作、

敬畏生命、

社会责任感

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中常用到鸡、家兔、小白鼠等动物,它们为人和动物健康

研究牺牲,告诉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要尊重生命伦理和具有职业道德;另

外,鸡的病理解剖过程中学生之间要相互配合。引导学生体会救死扶伤、敬

畏生命及团队协作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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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及元素间关系网络

Fig.1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veterinary
 

pathology
 

anatomy
 

course
and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among
 

elements
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本兽医病

理解剖学教学团队在教学平台建设、课前植入、课中

渗透、课后拓展及考核评价等多个维度,积极探索课

程思政的建设路径(图1)。以教学平台建设为基

础,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构建典型课程思政案例库和

提升教师能力与素质,打造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教

学支撑体系。围绕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核心环节,
秉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探索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的思政实施策略,以稳步扎实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确保思政教育真正做到入脑、入
心、入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另外,以考核评价为

重要抓手,对学生思政素养的培育成效实施全过程、
全方位的检验,确保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思
政素养也能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对教师思政教育的

方法与方式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评价,以精准把握

思政教育的实际效果,不断优化教学策略,从而有力

推动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持续健康

发展。

6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的

实践

6.1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支撑

体系

  教学平台建设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16],

其中,教学团队整体资源配置、课程建设、教改研究、
教育教学获奖、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奖等情况可展

现课程思政建设水平和育人成效。为形成结构合

理、优势互补的师资梯队,本兽医病理解剖学教学团

队重新配置教学教师,成员包括1名教授、2名副教

授、1名讲师、1名实验师,其中省部级课程思政“教
学名师”4人。教学团队通过示范课程和优秀教材

引领课程思政建设,团队建设国家级线下一流本科

课程1门,省部级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1门,省部

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门,省部级课程思政优秀教

材1部。同时,教学团队利用教改项目和教育教学

成果奖深化课程思政内涵,团队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与实践探索,主持国家级教改项目2项,省部级教改

项目3项;获省部级教育教学成果奖2项,指导学生

学科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5项、省部级奖4项。通

过加强兽医病理解剖学教学团队建设,优化了课程

思政教学支撑体系,全方位推进了课程思政教学平

台建设。

6.2 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建立经典案例库

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较为广

泛,深入挖掘典型思政元素并建立经典课程思政案

例库对课程思政的建设尤为重要[17]。遵循思政元

素与课程内容契合度高、对学生启迪性强的原则,将
典型课程思政元素形成经典思政案例,并将其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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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揉合于知识内容之中,如盐溶于水、花开于春,
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例如,兽医病理解剖学《第
九章

 

消化系统病理》中的溶血性黄疸,疟原虫感染

是引起其原因之一,由此设计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

现抗疟新中药青蒿素的案例: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

献给世界的礼物,由此中国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以此激励学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讲
述屠呦呦13年的青蒿素发现历程、190次试验失败

及以身试药的事例,鼓励学生学习中国科学家的锲

而不舍和甘心奉献的精神及其家国情怀。本教学团

队从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全部章节筛选

出12个典型思政元素,做到课程思政全覆盖各章

节,建立经典思政案例库,实现思政教学与专业知识

的深度融合与无缝衔接。

6.3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新农科背景下,教师在课程思政的建设和践行

中发挥关键的作用[18]。本兽医病理解剖学教学团

队要求教师不仅掌握扎实的兽医病理解剖学知识和

相关的研究能力,还应符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校教师要求。每位

教师每年应参加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
高校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创新教学进修等培训,增加

教师教学经验、提升教学水平及增强教学能力。另

外,参加全国高校教育教学相关学术交流、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大赛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
通过培训、交流和参加比赛了解最新的教育教学理

论和发展趋势,拓宽视野,探讨经验,及时更新教学

方法,寻找解决方案,反思教学不足,明确改进方向,
促进教学创新,多种途径提升教师整体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和素质。

6.4 充分利用课程教学资源,课程思政与教学模式

融合创新

  新农科背景下教育教学资源丰富多样,整合教

育教学资源,课程思政与教学模式融合创新,有助于

推动课程思政建设[19]。本兽医病理解剖学教学团

队紧抓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为主导,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课

前教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背景录制专业知识视频和

收集素材,通过线上发布任务给学生;学生根据教师

提供材料预习和学习,借此课前植入课程思政内容。
课中教师结合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混合式教学

等方法提出重点知识、讲述背景及引入课程思政,以
学生为中心分组讨论、角色扮演、表述价值情感,教
师再进行指引点评,在课堂上无形中渗透课程思政

内容。课后教师总结课堂教学优点和不足,问卷调

查学生反馈,以此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学生线上温

故课堂内容、深入理解课堂要点,拓展学生对课堂思

政内容的理解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将课程思政

育人功效发挥最大。例如,兽医病理解剖学《第十章
 

泌尿生殖系统病理》的急性肾小球性肾炎知识点,课
前将广受关注的猪瘟病例视频发送至雨课堂,并留

下案例分析相关问题,课堂上开展分组讨论;随后,
引入猪瘟兔化弱毒疫苗是我国培育的控制猪瘟的疫

苗,同时在列举类似我国培育的马传染性贫血病弱

毒疫苗、牛瘟兔化绵羊化弱毒疫苗等,讲解我国科学

家对世界动物传染病防控做出的突出贡献,再由学

生发表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并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6.5 改革课程考核与评价,加强课程思政成效检测

为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巩固思政育人成效,本兽

医病理解剖学教学团队教师采取多层次评教制度,
包括学生评教、同行教师评教和督导评教等方式完

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方法。课程思政全过程育人,
需要积极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本教学团队通过线上、
线下和考试成绩共同考核思政育人成效,考核成绩

比例分配为:期末成绩占50%,线上平时成绩占

30%,线下平时成绩占20%。其中,思想政治教育

相关知识在期末考试、线上平时成绩和线下平时成

绩中的分值分别为7分、3分和2分,共计12分。
学生的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无形中将德育水准入脑、
入心、入行;同时,融入思政内容更利于学生掌握、理
解和记牢相关知识内容,在帮助学生获得专业知识、
提升专业能力和塑造价值观中起到强有力的助推

作用。

7 结 语

新农科背景下,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
中心环节和重要渠道,也是高校实现“三全育人”的
有效途径。兽医病理学解剖学课程蕴含着丰富的课

程思政素材,精心挖掘课程中的典型思政元素,巧妙

融入知识内容之中,形成经典的课程思政案例。兽

医病理学解剖学课程思的政建设可将教学平台建设

为基础,以“三个环节”为核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

为主导,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和考核评价,将课程思政

融合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

情,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全面提升学

生的德育素质。兽医病理学解剖学和思政教育有机

融合,充分发挥了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可助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农科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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