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7), 1100-1107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279 

文章引用: 王希君, 朱薿, 廖纪元, 刘红云, 潘清容. 课程思政视角下《医学免疫学》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J]. 教育进

展, 2024, 14(7): 1100-1107. DOI: 10.12677/ae.2024.1471279 

 
 

课程思政视角下《医学免疫学》课程教学 
设计与实践 
——以“补体系统”为例 

王希君，朱  薿，廖纪元，刘红云，潘清容* 

湖北科技学院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湖北 咸宁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5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8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25日 

 
 

 
摘  要 

文章以“补体系统”为例，在课程思政视角下，从教学准备、教学实施过程、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探讨，

探索如何在《医学免疫学》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教学，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思想政治素

养、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为未来的医学事业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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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mplement system”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curricu-
lum-based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preparatio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teaching effec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dical Immunology” course. 
It explores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while they lear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o as to enable them to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future medical care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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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旨在实现育人与育才的有机统一，但长期以来，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侧重于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忽视了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性[1]。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全员、全程、

全方位的育人体制机制，强调专任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使命，为解决这一困境指明了方向[2]-[4]。 
《医学免疫学》是研究免疫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学科，是医学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是一门沟

通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桥梁性学科，其课程教学内容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课程思政与医

学免疫学教学融合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免疫学学科教学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旨在培

养学生学习医学免疫学知识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爱国情怀。教师在医学免疫学的知识传

授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人文教育等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教

师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和讨论，让学生认识到医学免疫学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对国家

和人民的热爱之情。通过课程思政与医学免疫学教学，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医学免疫学的专业知识，还能

够增强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形成全面发展的人格。这有助于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医

学专业人才，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近两年，医学免疫学课程团队按照国家和学校要求开展了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希望将医学免疫

学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构建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使医学免疫学课堂成为传授知识、培养能

力和提升价值素养的综合课堂，从而培育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生。具体实施措施如下。 

2. 课程思政素材挖掘 

医学免疫学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其课程教学内容中蕴含辩证唯物思想、人文关怀、

科学素养、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良好的思政素材，非常适合开展课程思政[5]，思政素材挖掘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2.1. 爱国主义教育 

在医学免疫学教学中，可以通过讲解我国在免疫学领域的成就和发展，增强学生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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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关注国家的医学免疫学政策和发展，激发学生为国家的医学事业贡献力量的意愿。 

2.2. 公共卫生意识 

免疫学是公共卫生领域重要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疫苗等教学内容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了解公共卫

生的重要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培养学生的公共卫生意识和健康观念。 

2.3. 民族自信心 

在教学中，通过免疫学历史与发展的介绍，弘扬中华民族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通过讲述免疫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学者的贡献，引导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和科学精神的认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做出

更多贡献。 

2.4. 职业道德 

医学免疫学是涉及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要学科，教师可以通过讲解免疫学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强

调医学免疫学专业人才需要具备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如对患者的尊重、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 

2.5. 创新意识和批判思维 

医学免疫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学科，教师可以通过开展科研训练、实验室实践等形式，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免疫学研究，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还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免疫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提高他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2.6. 伦理与社会责任 

医学免疫学研究和应用涉及到伦理和社会责任的问题，例如疫苗研发和分配、器官移植、免疫治

疗的道德抉择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免疫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 

2.7. 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 

医学免疫学是一门依赖科学研究的学科，学生需要具备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实验教学中，教师

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验设计、操作和数据处理等环节，通过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实验，培养他们的

科学思维和实验技能。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实验结果和数据，让他们养成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 

3. 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3.1. 课程目标和内容 

课程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养目标。参考国内其他高校的先进经验[6] [7]，知识目标要求

学生掌握免疫学基础理论知识，包括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免疫系统识别抗原后发生免疫应答及其清

除抗原的机制，免疫功能异常所致病理过程和疾病的机理，为发现、诊断、预防和治疗某些免疫相关疾

病奠定基础。能力目标则要求学生具备分析临床疾病的免疫病理机制，运用免疫学知识解释临床疾病的

预防、诊断、治疗原则的能力。素养目标要求提升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养，获得辩证、批判思维，提升

学生的健康素养、责任感与合作精神，感悟家国情怀、奉献精神等。 
学生通过学习知识目标，掌握免疫学基础理论知识，从而具备运用免疫学知识解释临床疾病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在这样的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就开始了教学内容和思政元素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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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融合，建立了一个思政元素资源库(见表 1)。 
 

Table 1.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medical immunology courses 
表 1. 思政元素融入医学免疫学课程的设计 

教学内容 思政素材 思政目标 

绪论 中国明代人痘接种预防天花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免疫器官 免疫系统比喻为人体军队 讲授免疫系统组成时融入国防教育元素，增强学生对国家安全的

使命感，责任感 

抗原 中国新冠疫苗研制 讲授抗原表位时引入中国新冠疫苗研制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科

研敏锐度 

抗体 新冠康复患者捐献血浆 
 

讲抗体功能时引入新冠康复患者捐献血浆，使学生感受到奉献精

神和感恩教育 

补体 补体的发现 以补体发现实验案例导入，提出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科

学探索精神 

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风暴 通过讲授细胞因子风暴的机制和作用了解免疫应答是把双刃剑，

引导学生要以辩证的思维看问题 

主要组织相 
容性复合体 

器官移植 讲授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为器官移植抗原，引入器官移植如果不

受控制会怎样，进行社会、伦理和法制教育 

B 淋巴细胞 Th 细胞与 B 淋巴细胞 讲授 B 细胞的发育需要 Th 细胞的辅助，对学生进行团结协作、互

帮互助的团队精神教育 

T 淋巴细胞 CD4+T 细胞与 AIDS 学习 CD4+T 细胞的作用时引入艾滋病，启发学生的人文关怀，激

发对专业的热爱和不忘初心的使命感 

抗原提呈细胞 诺奖得主用自己发现的树突

状细胞开发疫苗治疗自身癌

症疾病 

学习抗原提呈细胞的临床意义时通过诺奖得主 Ralph Steinman 用

自己发现的树突状细胞开发疫苗治疗自身癌症疾病的故事，培养

学生的创新科学精神，探索精神 

适应性免疫应答 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的 
相互作用 

学习适应性免疫应答的机制时，通过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团队协

同作战的威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全面客观看待问题的能

力 

固有免疫 屏障结构 讲授固有免疫的组成时通过介绍屏障结构的作用就如万里长城，

是机体抵抗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 

超敏反应 过敏性休克 学习 I 型超敏反应相关疾病时以过敏性休克为例讲授发病机制和

防治措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仁心仁术的职业道德

精神 

免疫应用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讲授疫苗安全性的重要性时通过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对学生进行职

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格 

3.2. 教学方法 

明确了教学内容后，我们采用了一二三原则教学方法(一：以学生中心，二：线上线下双链结合，三：

知识、能力、素养三个目标相融合)，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对

学生的价值引领。具体表现为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小组活动、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线下教学，

创设“以问题为中心”的氛围和情境，加以逐步递进的思维推导和师生互动，让学生成为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8]。并将信息技术引入课堂教学，线上采用基于超星平台的《医学免疫学》

在线课程资源进行学习，特别是利用学习通进行教学互动，比如课堂签到，选人，测验等教学活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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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线上线下协同育人。 

3.3. 教学评价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包括课堂表现、小组讨论、课后作业、实验报告等，注重考察学生的思想

品德、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并且在课后教师针对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包括思政内容和专业内容)、教

学效果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程度，作为改进教学模式的依据，使得思政内容与专

业知识高度融合。 

4. 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施 

教学团队通过组织培训和研讨学习，强化自身思想道德建设，增强专业知识素养，然后依托在学习

通上创立的“医学免疫学课程”为平台，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运用 Flash
动画课件，通过案例教学、讨论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形式，设立一个个问题情境，赋予乏味的理论知识

活力与灵气，使学生产生浓厚的求知欲和兴趣，将免疫学与临床医学、科学前沿和社会矛盾冲突等串联

起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完成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实施闭环全过程思政教学(图 1)。具体教学

实施过程以补体系统教学为例: 
 

 
Figure 1. Closed-loop whole-proc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闭环全过程思政教学 

4.1. 分析学情 

本课程授课对象是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大二学生，经过对《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等相关基础

知识的学习，已能够理解医学基础课从形态到功能的转变。另外，此时期的学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自学

能力和创新精神。但自学能力还不是很强，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科研经历缺乏。 

4.2. 明确教学目标和重难点 

4.2.1. 知识目标 
掌握补体的概念、理化性质，补体激活的条件，补体的生物学功能；熟悉补体的激活途径；了解补

体激活的调节和补体与疾病的关系。 

4.2.2. 能力目标 
通过启发、提问等互动方式，培养学生自学思考的能力；通过补体的生物学功能能够推演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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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检测意义；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查阅文献，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结合，为临床实践打

下理论基础。 

4.2.3. 素养目标 
提升科学与人文素养，获得辩证思维、创新精神，协作精神、提升责任感与合作精神。 

4.2.4. 重难点 
重点：补体的概念和生物学功能。难点：补体激活的三条途径。 

4.3. 挖掘本章课程思政素材 

(1) 引入补体发现案例，提出问题，让学生体会到创造性的思维、巧妙的构思、大胆的猜想以及从本

质出发对补体进行系统性的认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科学精神和探索精神。 
(2) 补体激活三条途径前端反应虽然不同，但是三条途径殊途同归，最后一起形成膜攻击复合物，发

挥相同的作用，从中引出团结协作精神。 
(3) 补体的功能中细胞毒的作用有双面性，好的一面可以溶菌溶病毒起到抗感染作用，不好的一面可

以溶解正常组织细胞导致疾病。由此培养学生多元科研思维，培育思辨能力，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提高分析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 
(4) 导入系统性红斑狼疮案例分析。一来通过补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中的临床意义，分析补体在

疾病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加强基础与实践知识的联系，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二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由于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药物副作用大，患者依从性差，引导学生关心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要注

意人文关怀，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4.4. 设计教学过程 

4.4.1. 课前 
学生进入学习通，预习课件，观看资料，完成作业，了解内容。线上学习模式为学生们提供了初步

理解课程内容的机会，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预习和自主学习习惯。同时，通过完成在线测试题目，教师可

以评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从而调整教学策略。 

4.4.2. 课中 
采取学习通 + 图片 + 动画 + 视频 + 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进行全局的

解读。首先，课堂上以补体发现实验作为案例导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探索精神。接下来引出

补体的组成及生物学特征从整体构建补体的概念，再以题目进行小结并自然导入下一节内容。其次，补

体激活途径是这章的难点，参与分子多，内容枯燥，利用多媒体动画和视频生动形象展示三条途径。并

从三条途径最后一起形成膜攻击复合物，引申到团队协同作战的威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再次，

补体的生物学功能是本章第二个重点，运用多媒体技术与图片相结合详细讲述，并且在讲细胞毒作用时

通过细胞毒作用的双面性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然后，由补体的功能引入到补体与临床疾病的关系，使得

理论和临床实际相结合，并以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案例进行病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补体在疾病发生中所

起的作用，加强基础与实践知识的联系，并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最后，进入学习通，看本章答题情况，

讲解错误率高的题目。 

4.4.3. 课后 
学生进入学习通，讨论解答问题。本章问题为，为什么输血时输错血型会导致溶血反应，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和查阅文献，分析补体在疾病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结合。最后学生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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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通预习下一章内容。 

4.5. 教学效果 

4.5.1. 课程思政教学总体效果 
采用问卷星对湖北科技学院 2022级临床医学 305名同学进行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调查，299

名同学填写调查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98%。结果显示，本课程总满意度达 92%，对于“医学免疫学教学

中融入课程思政”87%的同学表示有必要。对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课程思政”81%的同学表

示赞同。 

4.5.2. 课程思政教学培养了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 
调查中有 67%的同学表示通过学习了“补体发现案例”等内容后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此外，课程

思政教学还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使他们

在医学实践中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 

4.5.3. 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学道德观念和职业素养，培养医德医风， 
提高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感 

调查中发现约 87%的同学表示学习“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案例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医学道德观念和职

业素养。医学免疫学是涉及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要学科，教师通过讲解免疫学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强

调以患者利益为先，尊重生命、尊重患者的隐私和尊严，提倡诚实守信等价值观念。同时，课程思政教

育还可以通过案例分析、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医务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道德问题，

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感。 

4.5.4. 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辩证思维 
82%的同学表示通过学习补体的发现、细胞毒作用的双面性等内容提升了自身的科学素养。教师还

可以通过课堂讨论，让学生进行观点交流，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论证能力。 

4.5.5. 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65%的同学表示思政教学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免疫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

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视野，培养跨学科的综合素养，使其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更加灵活

和全面地应对复杂的医疗环境。 

5. 讨论 

医学免疫学实施课程思政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还可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跨学科思维，为未来的医学实践做好

准备，主要表现在：① 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医学免疫学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

技能，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将课程思政融入医学免疫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增强道德观念、思想认识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全面发展的优秀医学人才。② 培养社会责任感：

免疫学与公共卫生息息相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社会的重要性。

思政元素的引入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免疫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责任，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他们为

社会健康贡献力量的意识。③ 弘扬科学精神和批判思维：医学免疫学是一门依赖科学研究的学科，学生

需要具备科学精神和批判思维的能力。思政元素的引入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方法，

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思维能力，可以更好地进行免疫学研究和实践。④ 培养综合素质和跨学科思

维：医学免疫学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交叉的学科，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思政元素的引入可以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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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思考，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跨学科思维，更好地应对免疫学领域的复杂问题。 
但是在当前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育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① 教材和教学资源不足：医学免疫学

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思政教育需要有相应的教材和教学资源支持。然而，目前存在思政教育相关

的教材和资源不足的问题，限制了思政元素的引入和教学效果的提升。② 教师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

医学免疫学教师需要具备较高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能够将思政元素与学科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然

而，一些教师可能在思政教育方面缺乏相关的培训和支持，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9]。③ 学生的兴趣和接

受度：医学免疫学课程本身就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难度，加入思政元素可能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挑

战。一些学生可能对思政教育缺乏兴趣，或者难以理解和接受思政元素的引入，影响了思政教育的效果。

④ 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的问题：思政教育需要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然而，一些传统的教学

方法可能无法很好地引入思政元素，而且评价体系可能过于注重知识和技能的考核，忽视了思想道德素

养的评价。⑤ 跨学科融合的难度：医学免疫学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要将思政元素与学科知识进行有机

融合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是一项挑战。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也需要有相关的教学资源

和支持。 
针对以上问题和挑战，可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和支持、完善教材和教学资源、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

法和评价体系、增加学生参与度和兴趣等方式来改善和提升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效果。同时，也

需要加强学校和社会的支持，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推动思政教育在医学免疫学课程中的有效实施。 
总之，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施，不仅是学科教学的延伸和拓展，更是培养医学生综合素质、

提高医学人才的整体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思政教育与学科教学的融合，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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