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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y and politics are wings, and medical dreams s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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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core of them is t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ell structure, tissue composition and embryonic development.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cultivate medical talents with noble medical ethics,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good practic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faced by medical educa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network-classroom-practice”, 
and cultivates medical talents who are proficient 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noble moral sentiments and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motes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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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组织学与胚胎学作为医学教育的基石，其核心在于深化学生对细胞结构、组织构成及胚胎发育过程的认知。对于医学生而
言，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和职业精神，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培养具有高
尚医德、扎实专业知识和良好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是医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探讨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该
课程，构建“网络－课堂－实践”的全方位课程思政体系，培养既精通专业知识，又具备高尚道德情操和强烈社会责任感
的医学人才，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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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组织学与胚胎学作为医学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其核心聚焦于探索人体组织器官的微细结构及其功能、胚胎

发育基本过程及畸形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它不仅为生理学、

病理学、遗传学、医学发育生物学、儿科学、妇产科学等多

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

着医学生后续学习的深度与广度，乃至临床实践的成效与未

来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培育德才兼备的医

学人才是医学教育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对于医学生而言，不

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和

职业精神，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培养具有高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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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扎实专业知识和良好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是医学教育

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1]。

2 《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特点

2.1 《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涵盖了多个重要的知

识板块
正常人体组织的微细结构是关键部分，其包含了上皮

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以及神经组织等各类组织的细胞

形态、分布特点以及功能特性等详细内容，让学生从微观层

面去认识人体这一复杂精妙的“机器”是如何构成的。而人

体胚胎发育过程同样是该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详细描述

了从受精卵起始，经历卵裂、桑葚胚、囊胚等阶段，直至发

育为完整胎儿的奇妙历程。其中涉及到了细胞的分化、胚层

的形成以及各个器官原基的出现等复杂变化，每一个环节都

紧密相连，有条不紊地推动着胚胎的生长和发育 [2]。

从课程体系的逻辑性与关联性来看，该课程有着清晰

且严谨的架构。先是聚焦于细胞组织的基础结构，再深入到

胚胎各阶段的发育变化，这样循序渐进的安排，使得学生能

够依据已有的微观组织知识去理解胚胎发育过程中各种结

构的演变，为后续进一步探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在临床应用

中理解疾病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胎儿发育异常等情况做好扎

实的铺垫。

2.2 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与必要性
“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的元素，是当前

中国高校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逐渐从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向专业课

程渗透，形成了“课程思政”的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在专业

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

有机统一。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忽

视了对学生思政素质的培养。因此，如何在组织学与胚胎学

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成为当前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

探讨的重要问题。

从医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角度来看，医学生将来从事

的是与患者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崇高职业，他们必须具备高

度的责任感、同情心以及严谨的工作态度等职业素养。《组

织学与胚胎学》作为医学基础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融入思政元素。例如，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元化教

学方式，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人体各组织的精细结构以及胚

胎发育的有序过程中，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与生命的正常运转

息息相关。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刻体会到自身肩负的重大责

任，还能够培养他们严谨、负责的职业素养，正如医生在医

疗工作中每一个决策、每一次操作都影响着患者的健康。通

过思政教育的融入，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医学知识与社会责

任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在未来的医疗实践中，能够更加注

重患者权益和医疗伦理。

从医学人文精神塑造方面来看，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

学，更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学科。医学生只有具备深厚的人文

精神，才能在面对患者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关爱。《组织学

与胚胎学》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巧妙地将人文精神相关

元素融入专业知识传授之中。例如，当介绍人体胚胎发育所

展现出的生命奇迹时，可以融入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等价值

观，让学生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是来之不易且值得珍视的，进

而塑造他们尊重生命、关爱患者的人文精神，使医学生在掌

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关怀精神。

从增强爱国情怀、民族自信心方面来看，《组织学与

胚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犹如一部丰富的思政宝典，通过细

致梳理其重要事件与杰出人物，我们可以发掘出诸如爱国情

怀、科学探索精神等珍贵的思想教育资源，这些元素无疑为

课程思政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赴日留学报考海军专业被拒的张黎教授在组织学、胚

胎学、解剖学均有建树，为我国组胚学和解剖学的发展奠定

了基石。1934 年童第周毅然放弃国外安逸生活，开创了中

国实验胚胎学。蔡文琴教授于 1983 年获得伦敦大学细胞学

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博士，学成后回到

祖国成为一名组胚学教师，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学生。成令忠教授长期从事组织学、胚胎学、细胞生物学

教学和研究，为我国组胚学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3]。张适

教授及其团队不惧艰难，开启男性抗生育和生殖生物学研

究，为今天生殖医学研究团队的科研工作奠定了早期研究基

础。在前辈们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组胚学迅速发展，与世界

顶尖水平的学术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某些领域已经领先。

这些先辈们的故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价值，将其融入

《组织学与胚胎学》的课程教学中，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学科

发展的艰辛历程，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科学精神以及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等，助力培

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3 组织学与胚胎学“网络 - 课堂 - 实践”三
位一体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

3.1 网络教学环节
在“网络－课堂－实践”三位一体思政课程体系中，

网络教学环节有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它提供多元学习资

源，突破时空限制，让学生按需自主学习，随时获取知识，

促进初步积累。

在网络教学阶段，教师会筛选推送优质的国内外相关

慕课视频，通过动画演示、案例剖析等形式，生动展现科学

家在探索人体微细结构过程中所秉持的科学精神、行业前辈

们敬业奉献的先进事迹等思政内容；同时，也会提供文字形

式的资料，像对课程中蕴含的专业伦理、职业道德等方面深

入剖析的文章等。

布置的学习任务形式丰富多彩，不仅涵盖了常规的观

看视频、阅读资料，还精心设置了在线测试，题目类型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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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题到填空题，再到简答题，一应俱全。这些测试不仅

全面考查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还深刻检验了他们

对思政元素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同时，测试结果的及时反馈，

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了如指掌，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地进

行复习巩固 [4]。

根据线上学习学生数据分析，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登

录，完成学习任务。例如，在特定阶段，课程平台后台数据

显示，超过 80% 的学生按时完成了视频学习，并参与了在

线讨论和测试。这反映了学生参与度的高水平，而学生参与

度是线上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研究指出，学生的参与度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学习动机、认知能力以及学习环境

等。学生的反馈情况也较好，不少学生表示通过网络学习资

源，拓宽了思政学习的渠道，能更自主地安排学习时间，深

入理解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点。例如，有的学生提到

在观看关于“人体胚胎发育”的思政微课视频后，深刻体会

到了生命的奇妙与敬畏生命的重要性，且这种线上学习的方

式打破了传统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快捷，让自己可

以随时随地接触到思政元素，为后续的课堂学习和实践活动

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3.2 课堂教学环节的思政实践
在组织学与胚胎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巧妙设计

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课

堂讨论，同时结合师生互动、案例讨论等多样化的形式，巧

妙的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中，实现思想的交流碰撞 [5]。

以细胞结构这一知识点为例，细胞内包含多种细胞器，

如线粒体，它是细胞的“动力车间”，通过有氧呼吸为细胞

提供能量；内质网，负责蛋白质的合成与加工；以及高尔基

体，它对蛋白质进行修饰、加工、分类和运输，确保它们能

正确地被运送到细胞内的适当位置。这些细胞器通过精细的

分工与协作，共同维持细胞的正常功能和结构。从这一细胞

层面的协作现象出发，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医疗团队中也

是如此，各个成员有着不同的专业技能和职责所在，比如医

生负责诊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护士负责患者的日常护理、

协助医生执行医嘱，检验人员负责各类检验样本的检测分析

以提供诊断依据，影像科人员通过影像技术帮助医生发现病

灶等等。每一个岗位都如同细胞中的细胞器一样，相互配合、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为患者的健康而努力，让学生深刻体会

团队合作意识在医疗工作中的重要性，培养他们未来在职业

中与他人协作的能力。

再以《血液》章节的教学为例，我们巧妙地将课程知

识与无偿献血这一社会公益活动紧密结合，融入课程思政元

素，旨在实现知识与价值的双重提升。我们详细解析血细

胞的结构与功能、造血机制，不仅加深学生对生命奥秘的认

知、了解了血液对于生命的重要性，还以此为契机，分析了

规范无偿献血并不危害献血者的身体健康，来培养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和医者仁心 [6]。无偿献血不仅是向他人生命伸出援

手的无私行为，更是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在此过程

中，学生不仅掌握了血液的专业知识，更在内心深处播下了

奉献与爱的种子，为日后成长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富有

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本章课程结束后，

我们对正在开展《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思政的 2024 级教

学班级中的 54 名参加了当月的无偿献血的同学发放了调查

问卷，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过本次

《血液》课程思政的影响，支持并愿意参加无偿献血的同

学从 59.26% 增加到了 83.3%，对无偿献血持中立态度的从

16.67% 降低为 5.56%，66.67% 的同学非常愿意再次参加无

偿献血，85.1% 的同学确定自己参加无偿献血是受到了课程

思政的影响，92.59% 的同学因热心公益和帮助他人而献血，

70.37% 的同学因通过学习组胚课了解血细胞在人体内的作

用和造血机制，清楚了规范献血对身体健康没有影响而愿意

献血。这些数据均表明，同学们不仅通过教学知识点的学习

提升了自己的科学素养，同时也由于课程思政的开展，大大

增强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精神 [7]。

又如，在介绍胚胎发育相关内容时，结合医学伦理案

例强化职业道德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以“基因编辑婴儿”

这一反面案例为例，教师在课堂上分析该案例中实施者违背

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线，仅仅为了追名逐利而进行不恰当

的实验操作，给社会、给医学伦理带来了极大冲击。引导学

生深刻认识，作为未来医务工作者，须严守职业道德，将患

者利益、生命健康及社会伦理置于首位，勿因私利损害他人

或医学行业声誉，时刻保持敬畏，秉持正确价值观与职业操

守，筑牢心中职业道德防线 [8]。在讲解胚胎发育时，教师还

可引入一段关于生命起源的短片，从《易经》、《黄帝内经》

中关于生命起源的描述出发，引导学生思考生命的奥秘和伟

大。接着，详细讲解受精卵的形成、胚胎发育过程，强调生

命从单细胞到复杂多细胞生物体的奇妙旅程，激发学生对生

命的敬畏之情。在思政融入环节，教师可以通过“万婴之母”

林巧稚医生的医者仁心案例，讲述其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

故事，培养学生热爱医学、献身医学的高尚情操。此外，结

合新冠疫情背景，讲述医务工作者知重负重、勇毅前行的精

神，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思政课程不

仅加深了学生对胚胎发育过程的理解，还培养了他们的生命

观、健康观和医学伦理观。

总之，通过多种方式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

能够让思政教育在课堂教学中自然渗透，更好地实现育人

目标。

3.3 实践教学环节
在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各类实践活动

的设计需要紧密围绕课程目标以及思政教育要求展开，强调

让学生将在网络学习和课堂学习中所掌握的知识与思想，切

实应用于实际操作中，同时深刻体会思政教育的内涵，进而

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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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验课程是实践活动的关键。如组织学实验中，

安排学生观察上皮、结缔、肌肉、神经组织形态特征，以及肝、

肾、心等器官微细结构。教师在指导学生使用显微镜观察切

片时，着重强调爱护实验标本的重要性，并引导学生深入思

考：正是科学家们不懈地改进显微镜技术，我们才得以窥见

这些细微的结构，从而培养学生的严谨科学精神与对科学探

索的深深敬畏 [9]。在观察胚胎标本时，向学生讲解这些标本

的获取是经过合法合规且有着重要科研与教学意义的途径，

它们承载着生命早期的奥秘，是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胚胎

发育过程的宝贵资源。每一个胚胎标本，都曾是孕育希望的

潜在生命，虽因种种缘由未能继续成长，却以另一种形式，

默默地为医学教育事业铺路架桥，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尊重

这些标本，进而推己及人，尊重世间每一个生命。同时，在

实验操作过程中，要求学生严格按照规范步骤进行，培养他

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实验的敬畏之心，如同在未来的医疗

工作中对待每一个医疗操作都要精准、细致，这也是对患者

生命的尊重与负责 [10]。

4. 效果与反思

通过实施“网络 - 课堂 - 实践”三位一体，组织学与胚

胎学课程思政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思政

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形成了良好的医德医风。

然而，课程思政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如何更好地

平衡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关系、如何创新教学方法以适应

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等。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持续优化课程思政建设。

5 结语

“思政为翼，医梦翱翔”，良好的思政教育能够助力

医学生实现伟大的医学梦想，让其在医学领域中展翅高飞。

我们通过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的思政认知与实践探究，不仅

为学生传授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更为他们注入了坚定的理想

信念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培养更多具有

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医学人才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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