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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指在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类课程中,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的育人育才过程。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一门古老的形态学学科,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

而新兴,主要研究动物有机体正常组织器官显微超微结构及相关功能,是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
水产养殖、动物检疫等专业学生一年级就面临的专业基础课。为了全面提升课堂教学、专业教育与

德育同向同行,利用专业课的课堂,春风化雨般贯穿“三全”育人理念,将思想道德教育与专业知识

传授相融合,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为实现全方位育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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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re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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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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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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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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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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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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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discipline,developing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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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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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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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croscopic
 

ultra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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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lated
 

functions
 

of
 

normal
 

tissues
 

and
 

organs
 

of
 

anima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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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erinary
 

medicine,aquaculture,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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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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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

文件教高〔2020〕3号,首次对高等学校全面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充分利用非思政课

程开展德育教育势在必行。高校教育应将育人与育

才相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基础教育、专业教育

相结合,深度挖掘提炼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

教学,发挥好每一门课程的育人育才作用,尤其要加



强非思政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发掘利

用,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1]。同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战略

的实施和《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

革方案》中做强做优特色学科专业,实现“新农科”特
色发展改革方案的提出,推进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促使特色专业各类课程包括动物组织学与胚胎

学等的教学目标也由传统的只注重专业实践能力培

养,转到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德育与专业教育同向

同行的综合素质培养上。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党为国培养造就德才兼备、拔尖创新的高素质

人才,西北民族大学动物医学教研室教师从专业课

程教学实际出发,找准教学需要发展的方向,有的放

矢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以专业基础的形

态学课程《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为载体,以“思政教

育”为灵魂,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动物组织学与

胚胎学课程教学及相关实验实践的各个环节,利用

学科渗透的方式在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的

同时,达到以德育人,实现潜移默化“立德树人”,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其互助、友爱、团结、
奉献的家国情怀,坚定“四个自信”,拓宽其珍爱生

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国际视野[2]。

1 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

  “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是研究动物有机体正常

组织器官微细结构及相关生理功能的形态学科,是
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水产养殖、动物检疫等专业

的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之一,是动物解剖学的延续,
也是以上专业学生继续学习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

化学、兽医病理学、兽医诊断学等课程的必要基础。
作为典型的形态学课程,其特点是形态结构相关专

用术语、名词、概念等繁多,微细结构均为镜下结构,
复杂难记,且极易混淆,教条性、实践性强,加之我校

招生面广、学生基础水平参差不齐,且师资力量不

足,配套教材建设相对滞后,较难提升显微的形态学

课程趣味性,大班授课很难创造“以生为本”的自主

学习、积极讨论的活跃良好的课堂氛围,导致教学效

果不理想。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涉农高校加强人才培

养与科技创新、服务“三农”事业发展予以充分肯定,
对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激发

了全体师生“走进农村、走近农民、走向农业”,“学
农、爱农、知农、为农”的情怀,极大地增强了师生服

务“三农”使命感和责任感[3]。同时,为加强优化特

色学科结构,推进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以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将“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的思想政治全员、全方位培育贯穿教育教学的

全过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持续推进全员思想政治

工作。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是教育的初心使命,思想政治教育与

公共基础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实现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切实践行五育并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高

等教育发展的新任务、新目标[4]。

2 “课程思政”融入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的

重要性

  坚持立德树人、铸魂育人是高等教育重中之重。
其中“课程思政”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基础教

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全过程的一种教育理念。习

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相关会

议中都重点提到高等教育工作直接关系到这样一个

灵魂拷问:我们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多年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回答了以上问题,并强调要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中心环节。高等

教育中无论是专业文化知识教育还是社会实践创新

教育的各个环节中都要融入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

思想道德教育,教师做为“为学为人”的表率,围绕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个育人育才目标组织教

学,学生则为“以本为本”教育活动的中心,围绕“有
德性、有灵魂”这个目标实践思想政治提升并行的专

业课程教学与学习。

  2020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

文件教高〔2020〕3号,首次对高等教育全面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做出了明确部署。此后,“课程思政”成
为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全新模

式,以挖掘不同学科各类课程的思政元素,将“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思想政治全员、全方位培育贯

穿于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类课程教育教学的

全过程,建立统一的德育教学体系,形成全方位思想

品德政治教育体系,进而实现全方位、全程育人。

  随着社会经济稳步发展,集约化饲养模式下学

生很少直接接触畜禽,专业临床基础几乎为零。动

物组织学与胚胎学作为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水
产养殖、动物检疫等专业第一门专业基础课之一,能
否学好这门课,直接影响兽医病理学、临床诊断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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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的学习,也影响该专业培养出的学生是否

有专业热情,是否具有动物饲养、繁殖、育种管理及

畜禽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能力,甚至影响学生

“三农”情怀的培育[5]。因此,教师在系统讲授理论

知识,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同时,通过挖掘、梳
理和总结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中所蕴含的德

育、教育元素及所承载的“铸魂育人”教育功能,不失

时机地向学生渗透德育,提升学生对动物医学专业

形态学课程学习的兴趣及对新农科优势专业兽医学

的热爱,同时协助引导刚刚离开家乡从高中教育来

到全新的大学教学环境的大一新生塑造并牢固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高尚灵魂,立德成人、立志成才。因此,
“课程思政”融入是新时代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

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在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过程中深

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动物医学专业基础形

态学课程抽象的微细结构和生理功能的教学与引导

树立学生正确“三观”的思想道德培育相结合,将传

授新农科特色学科专业动物医学的专业知识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相融合,初步实现了大思政教

育即“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使
学生具备较高思想政治修养和职业道德素养,提高

学生学业投入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德才兼备,培养

学生“学农、爱农、知农、为农”的“爱国”的情怀和“为
国”的能力[6]。

3 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

  “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是“课程思政”
的内涵。合理准确的“课程思政”元素案例的选取是

成功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在长期教学实践

过程中,教师结合动物医学专业知识体系,逐渐摸索

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思政教学案例。案例教学过程

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使之根植于专业知

识,无缝衔接,与专业知识融为一体[7]。在专业知识

讲授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并激发学生

坚韧不拔、默默奉献的爱国精神;案例挖掘延伸教

育,培养学生“勤学、敬业、团结、创新”的科学人文素

养和社会主义职业精神,有效达到潜移默化的思政

教育目标。

3.1 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教育

  绪论是课程教学的第一课,是教学吸引学生注

意力最重要的开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绪论

中讲述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发展史时,加入朱冼先

生“科学救国”的光荣事迹,并重点讲述朱冼先生培

育出了世界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弘扬社

会主义荣辱观,提升同学们民族自信,振奋中华民族

精神;讲述童第周先生十年如一日,严谨、求实、兢兢

业业,始终怀着“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工匠信念,
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克隆之父”的故事。先辈

们在简陋的实验室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他们“愿效老

牛,为国捐躯”,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科技进步与飞

速发展。以此,培养同学们严谨求实、不懈奋斗的科

学精神,
 

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8]。

3.2 团结友爱的人文情怀和忠于职守的工匠精神培育

  动物有机体各个器官形态千差万别,功能各异,
但构成这些所有器官的基本组织只有四种:排列紧

致的上皮组织、连接修复的结缔组织、收缩运动的肌

组织和整体调控的神经组织。讲述各个组织都具有

特定功能,各司其职,但构成器官时,其功能又彼此

联系。比如上皮组织,其细胞的形态结构及细胞间

的连接能有效保护机体,阻挡大部分异物入侵,包括

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入侵;而结缔组织主要起连接作

用,血液则为各个组织器官提供营养和保护;肌组织

则主管收缩;神经组织接受和传导冲动。当这四种

组织构成一个器官时,只有功能彼此联系起来才能

使得器官发挥正常功能。此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融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在生活和学习中的重要

性,比如小小家庭、工作单位,比如国家、世界,人类

社会到处都需要各司其职而又团结互助的工匠精

神[9]。在讲授上皮组织分类、分布及其作用时,联系

人体讲述为什么不同肤色的人对阳光直晒耐受程度

有差异,为什么冬天用鼻子呼吸就不会觉得肺部很

凉,暴饮暴食为什么常导致胃肠炎等常见现象发生

原因,让学生明白作为集体中的一员,都要恪尽职

守,团结合作,“我为人人”才能“人人为我”。

3.3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拓宽国际视野教育

  呼吸是动物有机体基本结构细胞与生存环境进

行气体交换的过程,肺是呼吸的主要执行器官。此

时,引入家畜和人一样都是需要有新鲜空气供应才

能维持健康。环境污染导致全球空气质量急促下

降,党的十八大适时地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统筹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

展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四化同步”的新任务;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在专业基础课程讲述中引入时事政

治,引导学生充分地了解、全面地学习和深刻地理解

党的方针政策。生态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在追求经济效应的同时,每个人都要为全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和全人类的长久生存演化而努力[10]。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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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生眼里有光,胸中有志,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培养学生爱国爱党的家国

情怀,拓宽“我们都在地球村”的国际视野。

3.4 有国才有家的民族自信自豪感培养

  免疫系统讲解内容依次是免疫细胞—免疫组

织—免疫器官和免疫系统,是构成动物有机体强大

的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和免疫稳定的防御系统。就

如每个人都是家庭—社会—国家的一份子,只有国

家国防(免疫防御)力量强大,个人、家庭、社会才会

稳定;而国家和社会的稳步发展又依赖于每一个家

庭和个人的努力(免疫细胞发挥正常功能)。通过免

疫系统功能的讲解,将爱国主义情怀厚植于心。当

今全球范围内多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立即启

动应急措施,人医兽医共同努力,为国际疫情防控做

出了卓越贡献,为学生讲解新型冠状病毒致病原因,
鼓励大家积极学习科学知识,与家人、国人一起,为
抗击疫情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同时,号召学生向

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各方逆行者学习,感恩医者、志愿

者,引导学生自尊自爱,自强自信,感恩生命,感恩父

母,感恩国家,从而增强学生学医荣誉感、自豪感及

社会责任感。

3.5 “知农爱农”职业道德素养培育

  肌组织主管收缩,根据分布,功能差异较大,心
肌是维持动物机体基本生命的保障;骨骼肌则作为

肉制品的直接来源,为人类提供优质蛋白。在运输、
屠宰等过程中,过渡刺激,使动物出现应激反应,导
致出现劣质肉品,在教学中开展动物伦理及福利教

育,进一步培养学生对实验动物、饲养动物和野生动

物的人文关怀,进行动物保护教育,引导学生思考生

命的价值,培养其敬畏、尊重、珍惜生命的道德观和

责任心,有利于学生良好“三农”情怀的形成。畜禽

的被皮系统能够很好地保护深层组织器官免受各类

损伤,同时维持体温,人们为了经济效应,不断索取

动物奶和毛、皮、角、茸等组织或器官时,引入《野生

动物保护法》,讲述大象、犀牛、东北虎等动物数量为

何锐减,从而引导学生敬畏和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我们在索取必要物资的同时也要对动物进行人文关

怀,尽量减少疼痛和伤害。通过引入我国对特有物

种的保护措施,进行爱国教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博大

精深。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传道解惑是我们的

神圣使命。作为高校教师,更要不断学习,成为先进

思想文化的坚定支持者,才能有效地传播,成为学生

“成才”道路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因此,做好思政教

育,育人先育己,全面加强教师队伍思想铸魂,大力

提升教师“为人师表”的思想道德素养,突出课堂育

德,坚持育人育才,显性专业教育和隐性道德身教严

格统一,并同向同行,教师关注社会发展,潜心问道,
将“课程思政”内化于“心”,并在举手投足间外现于

教育,不忘初心,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
德育德,真正实现“五举并育”,思政无缝融入。

  “课程思政”的实施,应注重“术”与“道”有机结

合。根据学习活动的进阶理论,既要考虑教学内容

的具体要求,又要从学生个性化思想现状找出共性,
通过恰当的教学模式,利用多种教学方法把学生带

入到蕴含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专业课程教学中,激
发其情感与态度的共鸣,利用有限的师生共处时间

达到教学效果最大化。

  为了全面提升课堂教学、专业教育与德育的同

向同行,利用专业课课堂,“润物细无声”地贯穿育人

理念,为实现全方位育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作为动物医学相关专

业的最早接触的基础课之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贯

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育人理念,将思想道德教

育的价值导向与专业知识传授相融合,初步实现了

《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思政建设,并将该课程

建成为西北民族大学思政示范课程;将“思政教育”
从“思政课堂”延伸到专业课堂,从专业基础理论课

堂延伸到实验、实习及实践当中,在培养学生勤学、
敬业、团结、创新学习品质的同时,用好红色资源,赓
续历史血脉,弘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民族精

神,培养学生珍爱生命、传承文明、振兴中华、造福人

类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顺应新时代的人才需求,
使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有德性,
有灵魂”的服务“三农”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对动物

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进行了“思政元素”融入的初步

探讨,但仍需继续推进,逐步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方

法、实施过程以及综合评价,服务全方位育人的总体

目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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