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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发挥专业课程立德树人的作用,专业课程应与思想政治课程同向

同行,发挥协同育人效应。专业课程中深入发掘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动物医

学专业“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为例,对思政元素挖掘、课程教学融合、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等进行了

探索和实践,为农学专业课程中发掘思政元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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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ultivating
 

people,
 

professional
 

courses
 

should
 

go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exert
 

a
 

synergistic
 

effect
 

of
 

educating
 

peopl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urse
 

of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as
 

an
 

example
 

for
 

the
 

major
 

of
 

animal
 

medicine.
 

We
 

have
 

explored
 

and
 

practiced
 

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s.
 

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agricultur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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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

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

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为了进一步加强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发挥出专业课程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高等院校要加强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建设,积极探索

与规划,在专业课中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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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专业思政、学科思政进行一体化设计,形成了

从课程思政建设到专业思政建设,再到学科思政建

设的途径。
《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是高等院校动物医学专

业的核心课程,在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可以加

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发挥课程育人的作用。本文

深挖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到课程教

学,初步探索了思政理念在《兽医公共卫生学》教学

中的实践。

1 《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简介

兽医公共卫生学是一门增进人类健康服务的综

合性应用学科。早在2007年人类提出了“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健康(One
 

World,One
 

Health)”的号召,
呼吁跨部门、跨学科合作,以保障人类健康。这是人

类医学和兽医联合倡导的全球健康计划。我国积极

响应,于2008年成立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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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学分会,2014年召开了中国首届“One
 

Health”
研究国际论坛。

兽医公共卫生学,是利用与人和动物健康问题

有关的理论知识、实践活动和物质资源来为人类保

健事业服务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其不仅在维护人类

健康和保障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在
预防疾病、保护生命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重视兽医公共卫生学,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融合

起来,才能更好的发挥课程立德树人的作用。

2 《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在《兽医公共卫生学》的本科教学实践中,深挖

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到课程授课中,结
合案例、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等向学生介绍该门课程

主要内容,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2.1 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类与自然界及生态系统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不仅受自然资源和生物量

的限制,也受环境的约束。一切自然规律和生态规

律对人类和其他生物都起着作用。要使人类与自然

协调发展,保持生态平衡,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

守自然规律,按生态规律办事。保护生态平衡,促进

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美丽中国,要解决环境

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必须让学生了解人

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才能让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为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坚实的力量。

2.2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中的“食品安全战略”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是兽医公共卫生学科的基础

理论内容,但其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当今影响广泛

而深远的社会问题。2019年我国出现非洲猪瘟疫

情的事件,并不断引发公众关注,人们对动物源食品

的安全问题愈发重视。食品安全是国计民生大事,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让人民吃

得放心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在这门课程中,需要

让学生了解食品安全战略,增强基础理论与应用研

究,培养公共安全领域高层次人才,提升他们食品安

全检测技术水平,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提供技术

支撑。

2.3 人兽共患病与“同一健康”
上世纪以来,人类经历多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包括1918年到1919年的大流感,1976年的军团菌

肺炎,20世纪80年代初的艾滋病,2003年的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疫情,2016年

的寨卡病毒疫情,以及目前人类仍在面对的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细观这些疫情的发生与扩散,大多与

人兽共患病密切相关。人兽共患病病原种类繁多、
分布广泛、病原生态系统复杂,并且不断有新的疾病

出现或被发现。其不但严重危害畜牧业的发展,更
为严重的是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而由此造成的

公共安全威胁、社会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来看,

医学与兽医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相互

促进,才能真正解决动物和人类的健康问题。“同一

个世界,同一个医学,同一个健康(One
 

World,One
 

Medicine,One
 

Health)”已成为兽医公共卫生学发

展的方向。在授课中,学生了解“同一健康”的理念,
并在今后工作岗位中发挥兽医在人兽共患病的动物

源头、动物源食品安全源头防控作用,投身生物安全

体系建设,使人类更加全面、高效地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2.4 实验动物医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实验动物模型是生命科学领域极为重要的研究

手段,能使人类更方便、有效地认识生命科学的客观

规律、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研究有效的防治方

法。实验动物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因此人类必须

关注、关爱实验动物,使实验动物免遭虐待,免受无

谓的痛苦和牺牲。关注实验动物的动物福利,不仅

约束了人们科学、合理、人道地使用动物,也满足了

人们对道德、伦理和文明社会的向往,让人们学会尊

重生命、善待生灵。实验动物福利教育是提高学生

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

2.5 现代生物技术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现代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
利用工程学、信息学,基因编辑技术等手段开展研

究。在基因编辑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关的伦理

问题也暴露出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之后,
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多个国家发出声明,反对基

因编辑技术的滥用,反对将其应用于人类生殖。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发布了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将“涉
及存在重大风险的人类基因编辑等基因工程的研究

开发活动”列为高风险等级,并要求各级科研机构严

格管理。《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中,要让学生了解

现代生物技术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科技伦理是科技

活动必须遵守的道德,要求学生能合理运用现代生

物技术,不能危害人体健康,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不
能损害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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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兽医公共卫生相关法律与法治意识

在《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内容中,包含了许多

与兽医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生物安全法》,我国

于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其表明了我国对生物

安全、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重视,也为实验室生物安

全法律规制的完善提供了新方向。新修订《动物防

疫法》于2021年5月起正式施行,其对我国动物防

疫管理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对我国预防、控制、净
化以及消灭动物疫病进行了一次总动员,有利于畜

牧业发展、精准防治人畜共患传染病,进而保障公共

卫生安全及人体健康。除此之后,还有很多与兽医

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授课过程中,让学生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以期培养学

生在今后工作中能依法养殖、防疫、治疗,能依法行

政,依法维护国家和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为知农爱农

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3 《兽医公共卫生学》教学反馈

在课程结束后,对2018级动物医学专业5个教

学班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学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

思政理念的理解和教学效果评价。共收回254份问

卷,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95.67%的学生理

解了“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97.24%的学生理

解了“食品安全战略”,98.43%的学生理解了“同一

健康”的理念,94.88%的学生理解了实验动物医学

中的“人道主义精神”,95.28%的学生理解了现代生

物技术中的伦理道德问题,95.67%的学生理解了兽

医公共卫生相关“法律与法治意识”,97.24%的学生

认为将思政理念融入到《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中,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和职业道德。以上

结果表明课程思政理念在教学中应用效果较好。
表1 课程思政理念实施调查表

调查项目
评价效果人数/总人数(所占比例(%)

理解/是 不理解/否

人与环境的辩证

统一关系
243/254(95.67%)11/254(4.33%)

“食品安全战略” 247/254(97.24%)7/254(2.76%)

“同一健康”的理念 250/254(98.43%)4/254(1.57%)

人道主义精神 241/254(94.88%)13/154(5.12%)

伦理道德问题 242/254(95.28%)12/254(4.72%)

法治意识 243/254(95.67%)11/254(4.33%)

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思想品德修养

和职业道德

247/254(97.24%)7/254(2.76%)

4 《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

通过课程思政理念实施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

学生们在掌握课程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深刻

理解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思想品德修养和职业道德。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
学生们对于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实验动物

医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现代生物技术中的“伦理

道德”问题、兽医公共卫生相关法律与“法治意识”理
解的还不够透彻。部分学生在问卷调查中反馈,教
学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还不够深入,希望能有更多

实践的机会,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加深对思政理念的

理解。在今后的课程建设中,课程教学团队仍需不

断发展、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下《兽医公共卫生学》
课程的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中深刻内化思政教育,
逐步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两张皮”的问题。《兽医

公共卫生学》课程教学能为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

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为人格健全、身心健

康、尊重生命、关爱动物的新时代兽医,以达到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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