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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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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是医学院校本科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而“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的新型教学理念。基于分子生物学课程特色，深入挖掘分子生物学课程

中的思政元素，探索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 2 学期的课程思政实践中，

将爱国主义教育、医德教育、生命教育、伦理教育、人文教育、诚信教育、价值引领作为分子生物学课程

的思政教育元素，从理论课、实验课、及课后作业三个方面展开了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将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了一体，实现了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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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应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2]。2020 年 5 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的

重要载体，要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3,4]。“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专业

知识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价值观[5,6]。全国各院校积极响应，专业课教师

充分挖掘各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积极将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过程[7,8]。分子生物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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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命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医学院校学生必

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9]。深入挖掘分子生物学课程

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是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

要内容。2020 年以来，分子生物学知识在疾病的诊

断预防治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我们《医学分

子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10]。笔

者在西安交通大学 2020 年课程思政专项研究项目

支持下，在我校 2020 年秋季及 2021 年春季的《医

学分子生物学》教学活动中，进行了《医学分子生

物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本文旨在分享经验、

交流心得、以期共同进步。 
1 挖掘凝练《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教育

元素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是医学基础课程与医

学研究间的桥梁课程[10]。分子生物学技术是当代医

学生后续进行医学研究必须掌握的技术。在《医学

分子生物学》课程上进行思政教育，不仅给医学生

传授必备的专业技能，还能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想

品质，为我国培养新时代德才兼备的卓越一流医学

人才。 
高校教师是各专业课程思政的主体力量。高校

专业课实施“课程思政”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任课教

师“立德树人”的信念和能力。因此课程思政的首

先是要培养任课教师的思政理念。我系授课教师充

分学习各种思政文件与课程思政相关材料，经过对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讲授章节内容的充分挖掘，

我们初步确立将爱国主义教育、医德教育、生命教

育、伦理教育、人文教育、诚信教育、价值引领作

为《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思政教育元素（表 1）。
我们在本校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2 学期的本科生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活动中，从理论课、

实验课、及课后作业三个方面展开了《医学分子生

物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摸索如何在《医学分

子生物学》教学活动中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实现对医药专业本科生进行

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表 1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的探索应用 

章节 思政路径 思政案例 思政教育元素 

基因与基因组学 病毒基因组 我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 爱国主义教育、医德教育和生命教育 

基因表达调控 基因表达特异性 
RNA 干涉 

古诗词（春蚕忽忽都成茧，暖日

青虫化蝶飞） 
RNA 干涉故事与诺贝尔奖 

人文教育、美学教育 
价值引领（广开思路、深入探索、勇

攀高峰） 

常用分子生物学

技术 
real time PCR 

DNA 测序技术 
病毒的核酸检测技术 

Sanger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增强专业价值感，激发学习兴趣 

价值引领，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重组 DNA 技术 重组技术的应用 抗病毒疫苗 强化专业价值感，激发学习兴趣 
价值引领 

基因结构与功能

分析 转基因动物 世界实验动物日 
我校医学部动物慰灵碑 生命教育和人文教育 

癌基因和抑癌基

因 肿瘤患者 关爱生命，减轻患者痛苦 
利用分生技术开发抗癌药 人文教育和价值引领 

疾病相关基因克

隆 
当实验数据不理想时，要坚

守学术诚信 小保方晴子事件 科研诚信教育 

基因诊断和基因

治疗 基因治疗靶细胞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伦理教育和人文教育 

 
2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路径的实践探

索 
2.1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理论课的思政实

践 
多年来，我系给医药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医学

分子生物学》课程理论课时仅 24 学时。由于理论课

时非常有限，在理论课堂很难对思政教育元素展开

详细讲解。我们在理论课的思政实践就是把思政教

育元素内容以文字或图片形式体现在课程 PPT 上，

讲授专业知识时稍加提及。在教师讲授专业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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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学生始终面对具有思政教育内容的 PPT，潜

移默化地接受了思政教育。 
2.2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实验课的思政实

践 
在《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实验课堂，我们充

分利用学生实验操作的等待时间（如 RCR 和酶切）

展开思政教育。借用病毒的测序背景，教师给学生

介绍 DNA 测序的创建者 Fred Sanger 两次获得诺贝

尔化学奖（1958 年和 1980 年）的故事。目前社会

很多人急功求利，告诉学生 Sanger 测定胰岛素序列

和建立双脱氧法测定 DNA 序列都经历了漫长的实

验重复过程。引导学生做科研要坐的冷板疼，只有

坚持不懈，才能最终获得成功。通过老一辈科学家

Sanger 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故事，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了价值引领。 
又如在讲解 real time PCR 技术原理时，引入该

技术的应用。让学生意识到，由于该技术的广泛应

用，很快控制了一些疾病的迁延。在此可以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让学生通过具体例子意识到掌握核酸检测技术的重

要性，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激发学生学习分子

生物学的热情，帮助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信念，同

时培养医药专业本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询问学生何为疫苗时，给学生讲解不同类型

疫苗的专业知识。在此，教师很自然地强调 DNA 重

组技术的医学应用价值，让学生意识到学好重组技

术的重要性，强化学生对分子生物学学科的价值认

同，增强学生学习《医学分子生物学》的兴趣。告

诫学生应刻骨钻研专业知识，才能为科学的发展增

砖添瓦，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3 《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课后作业的思政

实践 
针对医学分子生物学课后作业 1（试述分子生

物学知识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所有学生都答出

分子生物学知识可用于疾病的基因检测和疫苗研

发。部分学生答案举例：1）在基因检测方面有基因

测序技术、实时荧光定量 PCR、环介导等温扩增技

术(LAMP)、微流控芯片技术(Microfluidics)、微滴式

数字 PCR 技术(ddPCR)。2）在疫苗研发方面亚单位

疫苗、纳米颗粒疫苗和核酸疫苗都运用了重组 DNA
技术。3）小鼠因缺少 ACE2 受体无法制备疾病模型，

目前研究使用的都是 ACE2 人源化的小鼠，这里运

用了分子生物学的转基因或基因打靶技术。学生通

过完成这道课后作业，不仅强化了理论课的基本要

求（PCR 基本原理及应用、DNA 重组技术），还扩

展了专业知识，同时培养了学生自主获取新知识的

能力。 
针对课后作业 2（查找学习此次新呼吸道病毒

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校师生做了哪些工

作？），所有学生答出至少医疗援助和医学研究两

方面的贡献。部分学生答案举例：1）医护人员援助

我校一附院、二附院半个月内分批派出 302 名医护

人员对鄂进行医疗援助。2）医学研究我校广大教师

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相关的医学研究，取得了系列成

果。学生通过完成该作业，熟悉了自己学校师生在

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所做的贡献，潜移默化地接受

了榜样的引导教育。 
3 学生对《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实践的

反馈 
在两学期《医学分子生物学》教学活动结束后，

我们通过问卷星收集了学生对教学的反馈意见。学

生的反馈意见如下：多数学生对我们进行的分子生

物学课程思政的整体效果是比较满意的（图 1）。

调查表明学生对基因表达这一章节教学中引入的古

诗词是认可的（图 2）。调查显示从基因编辑婴儿

露露事件中，绝大多数学生接受了伦理教育（图 3）。
我们通过用 RNAi 的发现故事对学生进行了价值引

领，绝大部分学生领会到了在面对不理想的实验结

果时，要广开思路、深入探索、勇攀科学高峰（图

4）。 

 
图 1 学生对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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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对教学中引入古诗词的认可度调查 

 
图 3 学生对分子生物学课程伦理教育的接受度调查 

 
图 4 学生从 RNAi 发现故事中接受的教育 

4 对《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实践的总结

反思 
在《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活动中，融入

“课程思政”，让广大医药专业学生在学习学业知

识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医德教育、生命教

育、伦理教育、人文教育、诚信教育、价值引领，

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修养，为其日后成长为具有任

厚爱心、爱岗敬业、具备奉献精神的优秀医学人才

奠定基础。因此，在《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进行

“课程思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

思政建设，通过对比兄弟院校在分子生物学及其他

医学基础课程的思政实践[11,12,13]，我们对自己 2 学

期的《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实践进行了总结

反思。首先，我们对《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

教育元素的挖掘还远远不够，需要结合医学特色进

一步地挖掘《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案例，进

行医学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库的建设。比如借用此

次新呼吸道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思政教育

时，遗漏了钟南山、李文娟、陈薇院士等著名科学

家的先进事迹介绍。给学生介绍面对分子生物学实

验结果强调诚信教育时，应补充更多的国内外实例，

通过具体事例给学生强调弄虚作假的危害性。以史

为鉴，弄虚作假一定会身败名裂。要坚决杜绝学术

不端。其次，我们还要探索更多的思政建设路径，

比如评价体系的思政建设、教材的思政建设、线上

教学的思政建设（公众号、教学平台、微信圈）等
[14]。课后作业的选题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等。为了避

免教师在课程思政过程中随意化发挥，我们会完善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定期进行教师培训，使分子生

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规范化[15]。 
综上所述，我们在 2 学期的《医学分子生物学》

课程思政实践中，将爱国主义教育、医德教育、生

命教育、伦理教育、人文教育、诚信教育、价值引

领作为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思政教育元素，从理论课、

实验课、及课后作业三个方面展开了思政路径的实

践探索，学生反馈良好，达到了预期目标。希望我

们的分子生物学思政实践有助于同行的教学，不到

之处还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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