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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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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生理学和药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衔接的桥梁课程，
神经系统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思政的探索和实践，对基础医学教育和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在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课程思政案例，针对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进行了初步实践与总结思考，为今后相关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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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明确指出“强化课程思政

和专业思政”。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需要，是破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孤岛现

象”的途径，也是培养担当民族振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的需要［１］ 。 作为专业教师，以课堂教学为契机，
结合专业知识传授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引导学生端

正学术态度，建立良好学术风气；培养学生爱国敬业

精神，树立职业精神，学会感恩与奉献，帮助学生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２］。



于晓丽　 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生理学和药理学两门学科是临床医学专业必

修的两门基础专业课程。 近年来，北京协和医学

院针对长学制临床医学专业基础医学教学开展以

器官系统为单位的整合式模块化教学。 其中神经

系统模块是关于人体神经系统基本功能与相关疾

病药物治疗的重要系统组成，是融合基础医学与

临床医学的重要桥梁课程。 知识内容方面，除了

包含经典的理论知识外，还整合了前沿进展与实

践操作内容，课程理念方面包括整体、系统的思维

和现代医学的实证思路，以及职业素养观念的渗

透。 因此在此模块教学中挖掘契合主题的思政元

素，并将其与专业知识点有机融合，从而在专业教

学过程中为学生传递思维方法与职业价值是值得

深入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１　 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思政元素

的挖掘与案例设计

　 　 行医是一个需要心念众生与天下的行业，正所谓

“尊科学济人道，助众生求福祉”。 医学生要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确保神经系统生理

学与药理学的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元素相契合，切实

做到知识、能力与素养“同向同行”的育人成效，在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挖掘了相

关的课程思政元素并设计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１ １　 整体观与大格局的课程思政案例

神经系统在机体众多器官系统当中发挥主导作

用，主要使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协调一致从而实现机

体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适应，并与环境维持平衡状态。
其中包括“接受外界信息传入⁃整合信息作出指令⁃
传出信息指导其他效应器功能活动”的反射调节，
诸多的反射调节最终实现机体整体功能的精密调节

与协调统一。 通过知识讲授，给学生传递整体观与

大格局的思维理念。
１ ２　 “恪尽职守、精诚合作”的职业精神课程思政案例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协调合作：在神经系

统生理学与药理学的教学中，涉及到自主神经系统

的知识内容，其中包括了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

生理功能与药理学干预调节。 这两类神经分支在功

能特点上有时呈现出“相互拮抗”，有时呈现出“相
互协同”，还偶尔表现出“相互补充”的作用，这一特

点貌似无规律可寻，实则是两类神经分支按照各自

职能完成相应调节，最终促使机体在不同环境下实

现不同的功能，以适应与环境变化相协调、与环境维

持平衡的最终目标，为学生传达了“恪尽职守、精诚

合作、协调统一”的职业精神。
１ ３　 医学中的创新发展课程思政案例

１ ３ １　 神经递质的发现：早期学者们对于神经系统

发挥调节功能———突触传递形式的认识局限为突触

传递，主要是电突触传递，直至后来科学家 Ｏｔｔｏ
Ｌｏｅｗｉ 和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ｌｌｅｔｔ Ｄａｌｅ 发现了乙酰胆碱是神经

系统中传递信号的重要递质之一，人们才逐步认识

到神经系统功能活动还存在另一种重要形式，即为

化学性突触传递。
１ ３ ２　 兴奋性突触后电位与抑制性突触后电位的

发现：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 Ｊｏｈｎ Ｃａｒｅｗ Ｅｃｃｌｅｓ 及

同事在一次实验中首次记录到了兴奋性突触后电位

（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 ｐｏｓｔ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ＰＳＰ）和抑制性突

触后电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ｐｏｓｔ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ＰＳＰ），通
过进一步研究，解释了 ＥＰＳＰ 和 ＩＰＳＰ 产生的离子机

制和突触传递导致突触后神经元产生神经冲动的机

制［３⁃４］，这一重大研究发现使 Ｊｏｈｎ Ｃａｒｅｗ Ｅｃｃｌｅｓ 获得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些科学创新研究与发现

是人类正确认识人体与生命的基础，提示医学生对

生命的认识永无止境，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探索，不
断做出新的突破。
１ ４　 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动态变化”的课程思政案例

１ ４ １　 受体的可调节性：神经递质和受体是神经系

统发挥功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 而受体识别特异

性递质后产生生物学效应，这一过程中受体还可进行

自身调节，包括受体上调和受体下调两种形式。 受体

上调与下调都是机体在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个动

态调节过程，目的是使神经递质与受体的结合水平尽

可能接近生理水平，继而维持机体原有的生理功能。
正是这种动态的可调节性使得机体能够适应千变万

化的内外环境，并与环境尽可能地维持平衡。
１ ４ ２　 神经系统对外周效应器功能活动的调节作用

与效应器所处的功能状态有关：交感神经对子宫收缩

或舒张的影响与子宫所处的功能状态有关，如当子宫

处于有孕状态时，交感神经兴奋可刺激子宫平滑肌收

缩；而当子宫处于无孕状态时，交感神经兴奋可使子

宫平滑肌舒张。 这样的现象在机体内广泛存在，这也

是机体适应环境变化进行精密调节的组成部分。

９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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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３　 机体代偿反应与失代偿：在指导学生进行“过
敏性休克及治疗”虚拟仿真实验操作时，我们引入了

一个具体的过敏性休克病例，学生进行虚拟诊疗操作

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到在进入病理状态的初期，机体

能够进行自身的代偿反应，此时如能够提供及时、正
确的诊疗措施，患者会出现好转；如果诊疗措施不及

时或不到位，机体将进入失代偿阶段，患者病情将恶

化。 这一案例会给学生提示性命相托的意义。
通过这类案例，提示医学生应从科学角度灵

活掌握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帮助学生以“动态变

化”的思维去深入理解机体的生理功能与内外环

境变化的关系，以及生理功能与病理状态之间的

动态转化，使学生体会生命的复杂性和机能的多

变性，理解医生职业的严肃性与价值意义，树立职

业责任感与荣誉感。

２　 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思政的教

学实践

２ １　 教学对象

针对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 ２０２０ 级和长学制改

革试点班 ２０２２ 级总计 １１８ 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

行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
２ ２　 课堂实施

在课堂上，通过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案例的讲

授，向学生传达核心知识点和素养内容，同时组织学

生讨论，发表对相关课程思政案例的认识和感想。
同时开展问卷调研，反馈结果统计如下表 １。
２ ３　 教学效果分析

此次课程思政案例融入教学后，对学生开展的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思政元素融入神经系统

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表示明确认同，绝大多数学生

认为有助于相关知识点及机体运作规律的理解，激
发了他们学习动力与开展创新研究的意识和信心，
并有助于提升医者仁心的职业素养。

３　 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融入课程

思政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培养职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重要途

径。 本研究通过顶层设计，挖掘神经系统生理学与

药理学专业知识中蕴含的德育资源，探寻专业课中

融入思想政治元素的契合点、结合点，并将归纳的课

程思政案例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专业课教授当中，
对整体教学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为进

一步推进“知识⁃技能⁃素养”全方位教育教学工作打

下了基础。 后续相关专业教师仍需继续提高自身思

想政治素养和人文素养，深入探讨和推广适合基础

医学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方法，完
善形成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与标准，以期进一步促

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表 １　 学生对神经系统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接受度调查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ｔｕｅｄｎｔ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维度 问卷内容
认同度

是 否 不清楚

认知 融入思政元素是否有助于你对神经系统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９５ ８％ ２ ５％ １ ７％
融入思政元素是否有助于你对机体运作一般规律的理解？ ９６ ６％ ２ ５％ ０ ９％
融入思政元素是否有助于激发你在未来学习工作中开展创新研究的意识与信心 ９５ ８％ １ ７％ ２ ５％
融入思政元素是否激发了你的学习动力？ ９６ ６％ １ ７％ １ ７％

情感 你是否接受思政元素融入本课程？ ９４ ９％ １ ７％ ３ ４％
是否有情感共鸣，帮助医者仁心等医德素养提升？ ９７ ５％ ０ ８％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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