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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环节。根据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特点融入思想政治(简称

“思政”)教育元素,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是医学高等院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中之重。本文阐述了临床免疫学检

验技术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式,以及实施效果,旨在把思政教育的元素贯穿临床免疫

学检验技术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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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

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指出,要着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

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

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1]。高

校学子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正
处于“塑形”的关键时期,此外许多学生对所学专业了

解不够深入,急需在以后择业的道路上有人引导。除

了专业课老师的引导之外,还应在高校课程中融入思

想政治(简称“思政”)教育的元素,即“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从“专人育人”转变为“人人时时

事事”育人[2]。新冠疫情是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巨大

考验,是对医学界的教育、临床和科研发起的巨大挑

战。人人立足本职工作,医者医人、师者育人、学子潜

心求学都是爱国主义的反映。检验医学工作人员处

于抗疫的前线,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也应该积极

挖掘课程中的德育元素,积极探索线上教学的新方

式[3-5]。2021年,本课程组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做

出调整,进一步提炼课程内容涉及的思政教育元素并

融入教学中,以达到立德树人,培养有灵魂、有理想、
有温度的创新型医学检验人才的目标。
1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设计思路

  结合免疫学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技术操作复

杂,内容抽象等课程特点,以及本专业倡导“以人为

本、精准诊断”的教育理念,本课程设计团队充分发掘

专业知识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发挥专业教师立德树

人的主体作用,将思政教育贯穿于医学检验人才培养

全过程。本课程组将课程教学作为学生了解国情、丰
富知识、开阔眼界、增强研究能力、培养责任感及使命

感的重要阵地,以让学生在“德才统一”和“知行合一”

中成长,以培养服务大健康的专业人才为目标。为实

现该目标,课程思政实施的重点是教师队伍建设和课

堂实施。
2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

2.1 教师队伍培训 在教师队伍培育上,通过宣传

动员、集体备课、组织理论学习、观摩校内外示范课和

对外交流培训等多种形式[6],提高教师思政素养。例

如,组织教学团队成员赴重庆参加笃行教育举办的课

程思政培训,组织教学团队成员集中观看中国教育电

视台播出的“课程思政面对面”节目,利用本校每周三

下午的业务学习时间,集中学习学校举办的课程思政

比赛获奖课程的方法和思路,学习并搜集学习强国

APP中可用于课程思政的素材。此外,教学团队定期

开展教研活动,挖掘本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构建本

课程的课程思政案例库,最终形成“五进”,即课程思

政进教学大纲、进教案、进课堂、进PPT和进讲稿。
2.2 课堂实施 将思政元素融入“点燃爱国情、激发

强国志和鼓励报国行”三个层面,采用观看视频、时事

新闻、回顾历史、微课、讨论式学习等教学方法,力求

在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使课

程思政润物细无声,让学生产生共鸣共情,大力提升

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内涵。
2.2.1 点燃学生的爱国情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

立德树人,也就是要为祖国培养德才兼备,具有爱国

主义情怀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

人才。本部分教学以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为依托,将
通过史实与时事新闻相结合的策略,以视频教学的方

式回顾“天花”疫苗的发明史、法医学(刑狱检验)鼻祖

宋慈的故事尤其是中国积极应对疫情的大国风范,带
领学生重温中国科学家在古今科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点燃学生的爱国之情,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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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点燃爱国情。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

程思政案例从知识点出发,确立育人目标,深挖课程

背后的故事并融入相应思政元素。课程组结合临床

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内容,编写相应的故事案例。在

第一章绪论中,以疫苗的发展历史为切入点进行介

绍。唐代开元年间中医使用的“天花”患者痂皮粉就

是一种原始疫苗,自鼻腔吹入预防“天花”,大大减少

了早期“天花”的发病。南宋时期的宋慈,一生从事刑

狱检验,发明许多原始但有效的检验方法,被尊称为

世界法医学鼻祖。中国疫苗之父汤飞凡、中国脊髓灰

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等为挽救无数国人生命奉献一

生。COVID-19疫情以来,中国积极应对疫情防控,率
先投入疫苗研制,目前中国研制的多个疫苗已进入临

床试验。通过这些知识的讲授,不仅让学生掌握了专

业知识,同时也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怀。

表1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思政故事案例

章节及名称 知识点 育人目标 融合方法   案例名称

第一章
 

绪论 免疫学的起源 家国情怀和民族自信 免疫学史
牛痘疫苗的产生到中国在新冠疫苗的开发中的突

出表现

第一章
 

绪论 法医检验 家国情怀和民族自信 检验学史 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

第一章
 

绪论 临床免疫学检验 制度自信 时事新闻 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

第二章
 

抗原抗体结合

反应
交叉反应 培养科学思维 免疫学史 外斐反应

第三章
 

抗体制备 抗体制备 医者仁心 生活实例 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贡献血浆治疗重症肺炎患者

第五章
 

免疫凝集试验 肥达试验 培养科学思维 免疫学史 肥达试验用于诊断伤寒副伤寒

第九章
 

酶免疫试验 ELISA技术的原理
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

精神
ELISA的发展史 各国科学家参与开发的ELISA技术

第十一章
 

固相膜免疫分

析技术
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

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

精神
生活实例 COVID-19

 

IgG、IgM
 

快速检测试剂的开发

第十三章
 

流式细胞分析

技术
流式细胞仪

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

精神
市场数据 进口流式细胞仪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

第十四章
 

临床免疫检验

自动化分析
自动化分析 培养科学思维 临床案例 检验科的自动化与检验人的未来

第二十章
 

临床免疫检验

质量保证

临床 免 疫 检 验 质 量

保证

培养精湛医术和严谨

的态度
临床案例 检测试剂差错影响血凝结果的案例

第二十一章
 

感染性疾病

及其检测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制度自信 临床案例 新中国诞生后防治结核的决心和措施

第二十一章
 

感染性疾病

及其检测
幽门螺杆菌感染 追求科学的奉献精神 科学史 幽门螺杆菌的发现

第二十一章
 

感染性疾病

及其检测
肝炎病毒感染

培养科学精神和职业

认同感
视频 李兰娟院士访谈

第二十一章
 

感染性疾病

及其检测
冠状病毒感染

医者精神和综合素养

的提升
时事新闻 检验教师援京援疆、检验学生守护家乡故事

第二十五章
 

免疫缺陷性

疾病及其检测

人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

感染
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时事新闻 大学生艾滋病发病率逐年增加

第二十四章
 

免疫增殖性

疾病
多发性骨髓瘤

培养精湛医术和严谨

的态度
临床案例 误诊的骨科疾病

第二十六章
 

肿瘤免疫 肝癌
培养精湛医术和严谨

的态度
临床案例 透过甲胎蛋白看肝脏

第二十七章
 

移植免疫及

其免疫检测
移植物抗宿主反应

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

精神
临床案例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的医疗水平全球

领先

  注:ELISA为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制度自信点燃爱国情。在学习抗体制备章节中,
以新冠康复的医护人员贡献血浆治疗重症新冠肺炎

患者的例子,给学生树立医者仁心的榜样和职业认同

感;通过观看时事新闻,分析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

行过程中,各国对待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的差异,分
析我国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的出色

表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优越性;带领学生

观看视频,观摩全国上下全体医护人员闻令而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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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艰难,做守护人民健康的最美逆行者;本课程组教

师亲身参与援京援疆援冀、本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018级本科生在家乡投入抗疫等事例的讲述可以激

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敬畏,并有

志于投身祖国的医学事业,保障祖国人民的健康。
2.2.2 鼓励学生的强国志 “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时隔一百多

年,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一直未改变。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科技惠民、改善民

生”是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抗击COVID-19疫

情过程中,我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采取主动防御措施,积极投入疫苗研制,保障

人民安全,为重大疫情防治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力

量。医学院校的学子更应在与人民身心健康的医学

技术上努力追求,通过制作微课,以“乙肝五项”检测

为例讲解ELISA的类型,强调免疫检测在感染性疾

病防控中的重要意义,见表2。同时围绕案例开展讨

论式学习,见表3,比如在抗体制备和固相膜免疫分析

技术章节中发布“怎样看待COVID-19抗体检测的临

床应用价值”及“怎样理解检验医学在疫情防控及健

康中国战略中的作用”等讨论话题,向学生强调塑造

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的重要性,并引入科学前沿

知识,鼓励学生树立强国之志,鼓励学生勇攀医学高

峰,以掌握科技力量实现强国之志。

塑造科学精神。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是免疫学

技术应用于临床检验领域的学科,放射性核素、酶和

荧光素等标记免疫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免疫学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此,在基本的免疫学检测技术

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分享ELISA和COVID-19抗体

快速检测等免疫学技术产生的过程,鼓励学生培养锲

而不舍、迎难而上、甘于奉献和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

精神,让学生懂得以向临床转化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科

研至关重要。
培养科学思维。临床上患者的病情因人而异,因

此要求学生在对待临床试验结果时,认真理性,讲究

科学,综合考虑。在讲解抗原抗体结合反应及免疫凝

集试验时,通过观看微视频,回顾科学史上的著名试

验“外斐反应”和“肥达试验”产生的背景,鼓励学生勤

思考、敢思考,注重细节,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引入科学前沿知识。教学过程中,教材内容往往

滞后于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及时

增加科学前沿的内容,并培养学生及时追踪科学前沿

的习惯,尤其随着我国科技力量的崛起,在科学领域

中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在讲解移植免疫及其免疫

检测时,以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CAR-T疗

法治疗白血病”领先全球为例,让学生了解目前最先

进的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产生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自豪

感和对母校的认同感,鼓励学生勇攀科技高峰。

表2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思政情景式案例

临床免疫学技术综合知识点 育人目标 融合方法 案例名称

ELISA的方法类型和原理:夹
心法、竞争法、捕获法的原理

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和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医者精神

临床案例 “乙肝五项知多少”微课

TORCH 感 染:TORCH 病 原

体、诊断和检测方法

尊重患者,善于沟通,提升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注重加强医者仁心

教育
临床案例 “TORCH感染”微课

表3  临床免疫学技术课程思政讨论式学习案例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综合知识点 育人目标 融合方法  讨论话题   

抗原和抗体的概念和产生,感染性疾病的

免疫疗法
树立科学抗疫、科学分析问题 新闻报道

怎样理解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用血浆

治疗?

抗体的制备、固相膜免疫分析技术
培养科学思维、科学严谨的科研精神、
民族自信

新闻报道
怎样看待COVID-19抗体检测的临床

应用价值?

抗体的制备和应用
引入科学前沿、培养科学思维、科学严

谨的科研精神、民族自信

新闻报道、

WHO报道

你知道国内外哪些企业参与 COVID-
19疫苗研发? 有什么异同? 研发进展

如何?

课程作业 培养专业认同感 新闻报道
怎样理解检验医学在疫情防控及“健康

中国”战略中的作用?

2.2.3 激发学生的报国行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

夫说:“爱国主义也和其他道德情感与信念一样,使人

趋于高尚,使人愈来愈能了解并爱好真正美丽的东

西,从对于美丽东西的知觉中体验到快乐,并且用尽

一切方法使美丽的东西体现在行动中。”这说明一个

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将最终体现在一切体现爱国的行

动上。医学是一门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双重属

性的学科,从古至今,良医除了有精湛的医术,心中皆

有大爱,正所谓医者仁心。从2003年SARS病毒暴

发到2020年COVID-19全球大流行,以钟南山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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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兰娟院士为代表的医务人员不顾自身安危,担当

起保卫祖国人民健康的责任,是保卫中华民族的英

雄,更是青年学子的职业楷模和人生导师。在讲解感

染性疾病及其免疫学检测时,要着重通过个人讲解、
观看图片和视频的方式,介绍本课程主讲教师、本学

院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在抗疫战场相遇的感人事

迹,同时,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挖掘熟

知的先进抗疫事迹进行讨论,让学生从事迹中感受、
领悟再表达出来,在情感上得到共鸣,以此鼓励学生

习得精湛医术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医者精神。

培养精湛医术,提升人文素养。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毕业生大多从事医院检验科一线工作,为临床疾病

诊断治疗提供最直接的科学依据,与患者正面接触的

机会多。避免医患矛盾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能否

和患者及家属取得有效沟通,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导学生规范操作,精益求精,比如在临床免疫

检验质量保证这一章节,尤其是介绍失控因素时,要
以反面案例给学生警示。

培养检验人的责任与担当。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医学院校应教育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提升依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能力。在学习感染性疾病及其免疫检测时,
通过个人讲解、观看图片和视频的方式,介绍本课程

主讲教师在抗疫过程中,在支援新疆和河北等地时,
与本学院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在抗疫战场相遇的

感人事迹,让学生了解检验医学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这是最好的稳固学生专业思想,培养学生

职业精神的生动事例。在学习免疫增殖性疾病及肿

瘤免疫及其检测时,可将“多发性骨髓瘤误诊为骨科

疾病”和“透过甲胎蛋白看肝脏”作为案例,让学生了

解临床疾病的复杂性,认识到培养临床思维和科学思

维对于胜任临床工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领悟和感受医

者精神。
3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3.1 提高“教与学”的质量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

程思政设计过程中,需要教师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的

思政元素。挖掘的过程即是教师自我学习和自我洗

礼的过程,只有教师理解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意义,
才能发自肺腑地将知识传播给学生,对教学理念进行

更新,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
通过课程思政的实施,本教学团队培养了一支思想政

治素质过硬同时具备高超教学能力的教师队伍。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全新的教学理念,接触到拓

展的知识点及新的教学方法,也会提高学习的兴趣,
这必然提高学习的质量,这体现在近两年学生本门课

程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往年。
3.2 促进课程向“知识传授+价值引领”转变 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生大多毕业后在医院、疾控中心和

检测机构工作,承担着守护人民健康的责任。传统的

课程教学只注重知识传授,培养技能型人才,而忽视

对学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引导。临床免疫学检验

技术“课程思政”的实施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温度的

创新型医学检验人才。课程思政建设旨在唤醒学生

心中深藏的爱国情怀,促使学生将爱国情怀付诸于爱

国主义行为如服务祖国人民大健康事业。在课程学

习中的线上、线下案例讨论时,学生明显更愿意发言,
发言中也体现出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专业认同感。
4 结  语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作为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的一门专业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7],专业

知识本身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和家国情怀,把家国情

怀从专业知识中提炼出来,与医学人文和医者精神相

结合,再反哺课程的教学和育人功能,实现润物无声

的效果,真正做到传授知识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更有

利于实现医学高等院校培养高水平、有情怀的创新型

医学检验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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