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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知识图谱作为人工智能的基础性技术架构，能够有效连接，将

资源数字化，可为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为提高数字时代生物医学基础课程思政教

育效果，本文以知识图谱为基础构思生物医学课程思政的改革路径，分析课程思政的内涵，包括生物医

学的思政教学特征属性、思政维度模型、思政价值塑造的内容及方式。以思政融入知识图谱为切入点，

探讨基于知识图谱的生物医学课程思政改革思路，旨在通过本文为其他高校同类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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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As a fundamental AI-
driven technological framework, knowledge graphs effectively interconnect and digitize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fering an innovative solution for collabor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
ferred to a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
tion in foundational biomedical courses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form approach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s,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distinc-
tive pedagogical attributes of biomedical educ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model, and the methods for shaping values. B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elements into knowledge 
graphs, this study explores a reform strategy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biomedical courses, aim-
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curriculum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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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

生物医学教育领域，这一任务需要与专业课程思政形成协同效应，将价值塑造融入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

的全过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知识图谱作为人工

智能的基础性技术架构，能够有效连接，将资源数字化，可为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

[1]。特别是在生物医学教育中，知识图谱可实现对医学知识与思政要素的深度关联，推动“价值引领–

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转型，达到“技术精度”与“人文温度”平衡的教育范式革

命。 
生物医学知识图谱的构建是基于图论框架的语义网络建模方法，其核心在于对生物医学实体及其相

互关系进行形式化表征。该技术通过整合多源异构的生物医学知识数据，建立概念间的语义关联网络，

实现了对复杂生物医学知识的系统化组织[2]。在生物医学领域，知识图谱技术展现出显著的应用价值，

其可视化特征有助于研究者直观把握生物医学概念间的拓扑关联。在基础医学教育方面，通过构建疾病

–基因–治疗相互作用图谱，并嵌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及其逻辑关联，形成

可视化的知识网络，重构和融合课程知识与思政教育内容体系，优化教学与育人模式[3]。本文就如何

将生物医学知识图谱与课程思政进行智能融合，进行总结，以期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教学提供新范式。 

2. 生物医学课程思政的内涵 

生物医学课程思政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通过知识整合，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破解专业教

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难题，生理知识可为价值导向提供物质载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知

识传授赋予精神内核，形成“术以载道”的育人格局。为培养医工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构建“科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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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多维度融合的教学体系，既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又塑造其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判断力，从而为

培养德才兼备的生物医学应用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2.1. 生物医学的思政教学特征属性 

2.1.1. 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基础生物医学课程(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核心，但其研究对象是具有生命的

人体，天然蕴含人文关怀。思政教育通过挖掘医学史中的科学家精神，包括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和奉献

精神。如汤飞凡在抗战时期坚持科研，成功研制出中国首支青霉素，打破国外垄断。他分离出沙眼衣原

体(称“汤氏病毒”)，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重要病原体的中国科学家。充分彰显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科

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在教学中挖掘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并重的价值观。 

2.1.2. 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结合 
思政教学中，隐性教育需与专业内容自然衔接，如强行植入“爱国”标签可能引发逆反心理。以显

性教育(直接的思政课程或宣讲)锚定方向，以隐性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渗透)润物无声。通过专业内容

与价值观的“化学反应”，培养兼具科学素养与家国情怀的医学人才。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需要有机结

合，既要避免生硬说教，又要确保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递。比如，在生物医学课程中，可以显性讲解，提

及基因编辑技术，讨论“贺建奎事件”的伦理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邀请抗疫科研工

作者分享“抗疫精神”，结合健康中国 2030，阐释基础生物医学使命。通过实验课中的团队协作、解剖

学中的生命敬畏教育，通过隐形的潜移默化传递责任感和敬畏意识，通过三下乡组织学生参与基层健康

宣教、在实践中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1.3. 专业性与时代性的联动 
生物医学课程思政教学需要专业性与时代性联动，以专业铸魂，用时代赋能，让知识“破壁”生长；

课程思政要实现“顶天立地”的教学效果——既要扎根实验室的精密数据，展现学科的专业深度；又要

对标国家发展的战略坐标，彰显时代的使命高度。这种专业性与时代性的深度联动，本质上是通过“三

个打通”，让知识真正“活”起来。1) 打通历史与未来，在科技传承中厚植家国情怀。比如在讲解疫苗

研发时，以“人痘接种术”的古代智慧为引，顾方舟“以身试药”，陈薇团队研发腺病毒载体疫苗的突

破，展现中国科学家从跟跑到领跑的奋斗轨迹，诠释“生命至上”的科研初心，揭示“板凳要坐十年冷”

的科学精神与“把论文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担当。2) 打通技术与伦理，在前沿探索中筑牢安全底线。

比如如何保证生物安全，结合《生物安全法》，以合成生物学、高等级病原体研究为切口，设计“如果我

是实验室安全官”情景模拟，让学生深刻理解“一株病毒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深层逻辑，强化“科学家

守好国门”的责任意识。在医学人工智能教学中，通过“算法歧视导致误诊”的真实案例(如皮肤癌诊断

中的种族偏差)，引导学生构建“技术向善”的伦理框架。3) 打通课堂与社会，在实践淬炼中培育战略思

维。从移液枪到政策建议：组织学生调研基层生物机构，分析高端生物试剂“卡脖子”现状，形成“国产

替代”解决方案，把实验技能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围绕“疟疾清零”“一带一路医疗援助”等议

题开展辩论赛，培养学生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的国际视野。 

2.2. 生物医学的思政维度模型 

基础生物医学培养精于术而不惑于德，明于道而不疏于技的复合型人才，使他们既能用显微镜观察

细胞结构，也能用“思想显微镜”洞察职业使命。通过知识传授、实践训练、方法创新、情境体验、评价

改革五个维度的立体化构建[4]，将价值塑造自然融入专业教育的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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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层：开发“思政知识图谱”，在专业教材中标注“思政锚点”，融合专业内容与思政元素，

在基础生物医学理论教学中自然嵌入国家战略、科学家精神、伦理规范等思政“密码子”。讲解遗传学

时，对比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与中国科学家承担的 1%测序任务，突出“起步晚，但贡献卓越”的

科研韧性。 
2) 实践层：用价值观“显微观察”来进行实验操作。将思政要求转化为实验室的具体行为规范，让

价值观“看得见、做得到”。在 PCR 实验课中，设置“阴性对照异常”情境，要求学生分析原因并记录

真实数据(即使导致实验失败)，强化“科研红线”意识；在解剖实验前增加“实验动物纪念碑”默哀仪式，

要求学生撰写《实验动物伦理反思报告》。建立“实验室思政积分卡”，对规范操作、团队协作等行为给

予实时反馈。 
3) 方法层：用多元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精准传递至学生认知“靶点”。设计思政“靶向递送”教学

法：以“屠呦呦团队筛选 380 种青蒿提取物”为例，设计“科研攻坚路线图”小组任务，让学生体验“从

古籍到诺奖”的执着精神；开发“思政教学工具包”，含角色扮演脚本、伦理决策树等标准化素材。 
4) 情境层：“沉浸式培养”育人，将思政教育从“说教灌输”升级为“情境孵化”，使学生在“具

身认知”中完成价值观的自主建构。通过真实场景触发情感共鸣，实现价值观的“无意识习得”。将思政

教育从“说教灌输”升级为“情境孵化”，使学生在“具身认知”中完成价值观的自主建构。如通过“虚

拟实验室”，病原体泄漏应急处理，系统实时监测操作规范度；基因编辑技术滥用推演，需在 10 分钟内

完成伦理风险评估报告，过程遵循“刺激–反应–强化”的行为认知规律，实现从知识接受到情感共鸣，

最终达成递进式价值认同转化。 
5) 评价层：通过考核体系的“多维度检测”，达到从知识输入到行为输出，形成“理论–实践–反

思”闭环。 

2.3. 生物医学的思政价值塑造 

一个立体化的价值塑造体系，遵循“个体–群体–文明”的递进逻辑，实现个体价值、社会价值与

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5] [6]。 

2.3.1. 提升个体价值维度：培育“求实创新、坚韧进取”的科学品格 
生物医学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还要具备持续创新的科研能力和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1) 

提升科研创新精神：通过“问题导向式”教学模式，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课程中设置开放性课题，

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比如引入诺贝尔奖案例教学，如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现历程，展现科学

发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建立“本科生科研导师制”，鼓励学生早期参与实验室研究，培养独立科研能

力。2) 淬炼坚韧耐劳精神：在实验课程中设置重复性、高强度的操作训练，如蛋白质纯化、动物实验等，

磨练科研耐心；开展“科研马拉松”活动，记录连续实验的完整过程，培养持之以恒的研究态度等。通过

一系列的途径，使其既能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又能在科研困境中保持定力，为重大医学突破储备人才力

量。 

2.3.2. 提升社会价值维度：践行“健康中国”的时代使命 
将个人职业发展对标国家战略需求，比较社会需求与个人发展的差距，实现“小我”与“大我”的

同频共振。结合“健康中国 2030”战略，分析我国大健康产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行业需求等问题，增强

学生的社会担当意识。1) 实践育人服务社会：组织学生参与三下乡、社区健康服务等社会实践，参与慢

病管理、生物医学科普等志愿服务，使其在真实场景中理解“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 科技

报国引导：教学中瞄准精准医疗前沿领域，突出我国自主创新案例(如国产 HPV 疫苗研发)，激励学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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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卡脖子”技术攻关。积极培养既具备社会需要、又能扎根中国大地的医工融合人才，使其自觉成为

“健康中国”建设的践行者。 

2.3.3. 提升文化价值维度：构建“中西互鉴”的医学文明观 
中国的现代医学既要吸收西方医学先进技术，又要坚守中华医道的主体性，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

义”认知陷阱。在课程中对比中医“整体观”与西医“还原论”，探讨科学创新的可能性。通过《黄帝内

经》、中华传统养生等整体性医疗思维案例，展现中国传统医学的独特价值，建立多民族健康的生态智

慧，破除对西方医学的盲目崇拜；在国际期刊阅读、学术交流训练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使其既能

借鉴国际经验，又能立足本土需求创新，将中西互鉴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要素，塑造具有中华文明自信

的医工人才。 

3. 基础生物医学课程思政知识图谱构建 

真正的基础生物医学教育，不仅要让学生看清人体的脉络，更要帮助他们找到生命的坐标。基于这

样的教育理念，教师构建课程思政知识图谱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教学改革举措，对提升育人质量和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深远影响。知识图谱的构建为挖掘基础生物医学课程中的思政资源提供了系

统化工具，使教师能够精准把握学生的思政学习需求，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显著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在具体构建过程中，首要任务是明确课程思政目标体系[7] [8]。这要求教师深入理解课程定位，系统

梳理课程思政的核心目标，进而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这一融合过程需要分步骤实施：

首先，对解剖生理学知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包括基本概念、核心原理、关键生理过程等，确保对专业

知识有系统掌握。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如科学探索精神、辩证思维方法、创新

实践意识等。这些元素的融入不仅丰富了课程内涵，更赋予专业知识以价值引领功能，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思政熏陶。在建立思政元素与知识点的联系时，教师需要构建二者之间的逻辑桥梁，

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运用先进的可视化技术绘制知识图谱，

将抽象的思政元素与具体的解剖生理知识之间的关系直观呈现，这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知识体系，

更能提升学习效果和兴趣。知识图谱的验证与完善是确保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只有经过严格检验的知

识图谱，才能真正发挥其教学价值。最终，这一知识图谱将全方位融入课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在教学设

计中提供系统框架，在教学实施中发挥指导作用，在教学评价中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知识图谱的应用，

教师能够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和道德品质。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奠

定了坚实基础，有力推动了医学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知识图谱的应用，可以重塑基础生物医学教育的

育人模式，让专业教育真正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 

4. 利用知识图谱进行思政教学的育人设计 

知识图谱融合思政的教学构建需遵循“价值引领–逻辑关联–动态迭代”的三维框架。首先，进行

价值导向的本体建模，以“科技报国”为顶层价值目标，构建包含“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创新思

维”三大核心维度的本体体系。同时注重跨学科逻辑关联，将纵向医学知识树与横向思政元素网密切融

合，按器官系统(如心血管、神经)组织知识点，每个节点挂载典型病例(如高血压代偿机制)。同时师生共

建思政与知识图谱的动态迭代，进行“实践反馈–图谱更新”的闭环；比如学生完成冠脉解剖学习后，

需提交“结构观察–病理机制–创新联想”三层次报告，学生不仅仅学习基础知识，同时需提出创新研

究，比如“斑块分布模式–支架设计创新优化”。表 1 是知识图谱与思政融合教学的设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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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structional design integrating knowledge graph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1. 知识图谱与思政融合的教学设计 

构建维度 核心构建要点 实施路径与技术特征 案例说明 

价值引领 顶层目标锚定； 
多维思政维度 

建立“科技报国” 
价值坐标系 
科学精神、 

人文情怀、创新思维 

屠呦呦青蒿素研发与系统实验设计思维 
希波克拉底誓言与现代医疗伦理困境、科学家传记、 
伦理争议、科技政策；典型病例(如高血压代偿机制)； 
突出基础医学知识与交叉学科突破和产业应用相关联 

逻辑关联 学科知识纵向深化， 
思政网络横向拓展 

医学知识树 
(器官系统分层) 
思政元素网 

(多模态关联) 

心血管系统知识树节点 
高血压代偿机制↔基因编辑技术↔生命伦理边界 

动态迭代 实践反馈，师生共建 教学实践数据采集 冠脉斑块分布→支架设计优化 

 
基础生物医学教学应当立足核心素养培养，着力塑造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要使学生具备以

下关键素质：具有人文精神、系统的抽象思维、灵活的工具运用能力，以及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最终

引导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首先，教师自身通过言传身教，以自身的精神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师要深入挖掘学科发展史中的典型案例，讲述数学家们追求真理

的奋斗历程，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科研精神，激发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厚植爱国情怀。其次，教师要

善于揭示知识背后的哲学内涵，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如通过结构–功能关系维度，了解

心肌细胞超微结构(肌原纤维排列)与收缩功能的辩证统一，通过血糖调节的正负反馈机制，理解量变质变

规律在生理调节中的体现，了解高血压代偿期发展到失代偿期，知晓人体病理变化中的主要矛盾演变图

谱。最后挖掘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解剖冠状动脉分支走行关联到粥样硬化好发部位，导致心肌缺血与

代偿性侧支循环建立，引出展示我国自主研发的可降解支架技术突破，讨论医工交叉创新的重要意义；

通过临床应用案例，深化了学生对解剖生理学知识的理解，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自然融入科

技创新、医疗伦理等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5. 结束语 

本文建立了融合思政元素与知识图谱的教学实践体系，数字时代背景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基本任务，

将数字技术用于基础生物医学课程思政改革，通过重构课程思政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针对

性的课程资源，提高教育成效，助力学生全面成长。本文提出的教学课程思政改革方式具有一定的示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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