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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阶段是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一定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将价值塑造和传授知识有机结合起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本文以人体寄生虫学为例,从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思政

教育的实施路径两个方面对人体寄生虫学课程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时期人体寄生虫学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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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
 

stage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outlooks.Higher
 

education
 

teach-

ing
 

must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and
 

organically
 

combine
 

value
 

shaping
 

and
 

imparting
 

knowledg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Taking
 

Human
 

Parasitology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dis-
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uman
 

parasitology
 

from
 

two
 

aspects: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Human
 

Parasitolog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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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强

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这也要求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

一定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深入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想政

治资源,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价值塑造和传授知识有

机地结合起来。课程思政建设主要目的是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围绕

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等课程思政内容,系统进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增强

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人体寄生虫学是介于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主
要研究寄生虫的形态结构、生态规律、寄生虫与人体及外界因

素的相互关系,揭示寄生虫病发病机制及流行规律的一门学

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寄生虫病防治战线取得了巨大成

就,如:血吸虫病已得到有效控制,疟疾已于2021年6月宣布

消除,这些成绩背后蕴含大量的思政资源,在课程教学中,可充

分应用寄生虫专业知识中的德育元素,选择合适的“课程思政”

量和切入点,将人体寄生虫学与唯物辨证思维、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相结合,做到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与思政课同行,达到

协同效应,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本文以人体

寄生虫学课程为例,对思政元素融入人体寄生虫学教学改革进

行探讨。

1 挖掘人体寄生虫学的思政元素

1.1 人体寄生虫学与民族自豪感 在人体寄生虫学教学内容

中,存在很多思政元素,如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寄生虫防治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

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

目前,疟疾、利什曼病等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仍严重流行[2]。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寄生虫病亦广

泛流行,严重危害了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制约社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约4.5亿人口中受疟疾威胁的人口在3.5
亿以上,每年至少有3000万例疟疾病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2017年首次实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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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本地病例报告,2021我国获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国家消除疟疾

认证[3],成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反映出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

豪感。

1.2 将课程思政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核心,是中国人精神血脉中流淌着的基因,而当代医

学生是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接班人和储备军,承担着“救死扶

伤”的神圣使命,他们对爱国主义的认同和践行,直接关系国家

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人体寄生虫学的教学过程

中,应适时自然地加入爱国主义教育。

在讲授广州管圆线虫时,介绍该寄生虫是由陈心陶教授最

先发现并命名的。建国后,陈教授谢绝美国一些大学的聘请和

挽留,毅然回国。途经香港时,又有一个香港科研机构愿以优

厚的待遇聘请他,但他毫不动摇,在广州解放后第3天,他就回

到岭南大学医学院,陈教授不但在人体寄生虫学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他胸怀家国,勇于奉献的精神更是值得学生们学习。

在讲解旋毛虫病时,介绍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因经济制度的转变

与社会动荡,引起了人旋毛虫病的多次暴发流行[4],让学生认

识到疾病流行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发扬爱国主义

精神,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1.3 将课程思政与敬业精神相结合 敬业精神是一种对工作

和事业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精神境界,其本质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精神。敬业是中华民族的
 

之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敬业乐

群”、“忠于职守”的优良传统。

在讲授疟原虫部分时,介绍因发现抗疟药物青蒿素和双氢

青蒿素而获得中国首个诺贝尔医学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提

取青蒿素的过程中,屠呦呦团队经历了近200次失败才获得了

重大突破,同时在青蒿素的临床应用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挫

折,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个别动物出现了肝脏损伤。为了尽快

投入临床使用,屠呦呦主动要求以身试药,为青蒿素的临床应

用打开了大门[5,6],展现了我国科技工作者承担责任,奉献自

己,造福人类的责任心。通过类似事例可帮助学生理解坚守职

业道德的重要意义,培养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

1.4 将课程思政与中医自信相结合 中医发源于中国,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是其

哲学基础。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瑰宝,也是5000
年中华文化的结晶,在守护人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体寄生虫病是一个古老且危害严重的疾病,中医古籍中

有关于寄生虫病的广泛记载,如《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3种

驱绦虫的草药,《本草纲目》中记载相关驱虫药高达188种,其
中,至今仍在延用的槟榔、南瓜子和青蒿等中药因其独特的驱

虫作用,仍在临床中使用,并得到国际公认以及广大患者的好

评。因此要教育学生不断学习和发扬光大中医药知识,树立对

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心。

寄生虫与宿主既相互损害,又相互适应,中医提倡道家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

损”学说[7],即万物都有两面性。既往提起寄生虫,人们往往想

到的是其对人体的损害,近年来,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和动物实

验等研究均表明,某些蠕虫感染可改善炎症性肠病、缓解哮喘

及糖尿病等[8,9]。因此可通过引入中医中的辩证思维介绍蠕虫

的最新研究,引导学生用辩证思维分析和理解寄生虫与宿主的

关系。

2 人体寄生虫学实施课程思政的路径

2.1 充分发挥教师在课程思政中的作用 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教师是高校“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要执行者,也是课程思政

的主要引导者。因此,办好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教师,高校教

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并以新时代思

政观武装自己,修师德、为师表,做有理想信念、有渊博学识、有
高尚道德、有爱国之心的四有老师,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这样才能更好地把课程思政融

入专业教学中。

2.1.1 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提高政治水平 目前高校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专业教师思政理论知识有限,政治素养有待提

高,专业教师对相关政治理解不够全面、缺少系统的理论框架,

而课程思政要求将思想政治理论以春风化雨的方式融入专业

课中,达到“盐溶于汤”的效果。要做好高校人体寄生虫的课程

思政,就要求专业课老师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提高自身

的政治水平,这样才能把课程思政讲的鞭辟入里,生动有趣,以
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纳。

2.1.2 把握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 专业教师在进行课程思政

时一定要牢记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即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其中,理想信念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当代大学生

作为中国民族的未来,需要通过思政教育使其认识到努力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和肩负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胸

怀大志,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大格局。爱国主义是新时代的主旋

律,是中国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因此,需要通过思

政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继承爱国主义的优良传

统,鼓励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主义,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和民族团结,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

2.2 课程教育中掌握合适的切入点 提高教师的思政水平和

挖掘人体寄生虫学中的思政元素只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前奏,课
程思政实施的关键还是课堂教学,通过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

节,把思政内容与人体寄生虫学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

2.2.1 进行课前调查 由于学生思政水平、知识背景、学习态

度差异较大,因此在进行课程思政前要在学生中进行走访调

查,根据学生的特点找到合适的课程思政方法。

2.2.2 创新教学方法,探索教学新途径 可通过案例分析、播
放视频等方式进行授课,而课堂教学转出模式也可以作适当调

整,把生活中的案例用到课程思政中,这样的教学更生动,学生

更易接受和掌握。在讲述寄生虫病的防治时,将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在寄生虫防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中国经验融入教学

内容中,如我国历史上因血吸虫病流行而出现过“千村薜荔人

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局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疟

疾每年发病多达3
 

000万人,丝虫病患者约3
 

000万人,钩虫病

感染者超过了2亿人[10]。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钩虫

病、丝虫病、疟疾和血吸虫病等重大寄生虫病患病人数明显减

少,防控成效显著。

2.2.3 加强线上教学互动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国内多数

高校实行线上教学,因此要求教师要学习互联网新工具、掌握

现代教学方法,借助互联网优势,选择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进行

教学互动,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如讲授血吸虫部分时,

以毛主席的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作为引导,讲述血吸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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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知识和中国防治血吸虫病的成果,然后让学生以血吸虫病

为主题开展诗词朗诵比赛,通过抖音等短视频投票,评选出优

秀视频并给与相应奖励,这种新颖的教学形式能让学生对中国

寄生虫防治的伟大成果有更深刻的认识。

2.2.4 加强参与式教学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作用 参与式教

学是以学生主体性为内核,让所有的学生都参与进来并能有效

学习,从而有所收获有所发展,是强调学生和教师之间合作教

学的方法。课程思政教学更需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教学,具体形式包括小组讨论、网络平台互动、答题比

赛等。如在讲解总论中寄生虫病的流行现状时,组织答题比

赛,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思政的教学活动中,同时还可以通

过观看寄生虫相关影视资料,更加生动形象地进行“课程思政”

教育。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生的课程思政教育,特别是大学生作

为一个特殊群体,大学阶段是他们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

他们朝气蓬勃、对新鲜事物勇于挑战,所以大学生的课程思政

教育显的尤为重要。人体寄生虫学作为医学类专业的一门基

础课,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政教育元素,需要不断挖掘课程中

的思想教育内容,研究如何将其融入课堂教学中,实现知识传

授与思政引领的统一,提升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努力将人体寄生虫学打造为一门课程思政的金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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