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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动物药理课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探索与实践
崔晓文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66）

摘要：在“三全育人”的背景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本文以高职院校动物药理课程为例，

从动物药理课程思政必要性、动物药理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与原则、动物药理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路径 3 个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以动物

药理课程为载体，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融为一体，实现动物药理学课程与思政理论课的同向同行，实现全员育人、全

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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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概念是 2014 年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思想政治教

育改革探索中首次提出，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各

类课程教学内容有机融合，以构建全员、全过程、全课程育人格局，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潜移默

化中完成立德树人的目标。教育部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又印发了《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专

业课教学内容”围绕“课程特点、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注重“课

程思政元素”的挖掘、相互配合、深度融合以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完成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一、动物药理课程思政必要性

动物药理是我院动物医学专业群的专业基础课，其授课对象

涵盖动物医学、畜牧兽医、宠物医疗技术、宠物养护与训导等高

职专业学生，动物医学专业群学生毕业大多从事动物诊疗、疫病

防护、动物养殖、兽药生产与营销等职业。“动物药理学”为开

展动物疾病防治正确选药、合理用药、提高药效及兽药生产提供

理论支撑，也能为研发新药提供创新思路和技术支持，具有实践性、

应用性强的特点。因此在《动物药理学》教学中强化思想理论教

育和价值引领，引入“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改革，将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于教学计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学评价等主要教

学环节。教师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尤为重要，充分发掘和运

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元素，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

动物药理课程思政建设，重点把理论知识与爱国主义教育、职业

道德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深度融合，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文

化自信，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在潜移

默化中完成立德树人的目标，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培养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实现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二、动物药理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及建设原则

（一）建设目标

动物药理课程思政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围绕职业岗

位典型工作任务对教学内容进行系统化设计，拓宽基础同时强化

实践，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设计合理的教学过程尤为重要，通

过掌握、熟悉、理解三个层次的任务目标，展现课程的具体内容

及应达到的知识目标、社会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及思想教育目标，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 BOPPPS、PBL 等教学方法。在教学全过

程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通过学习课程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爱岗敬业教育，培育和践行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与医德医风

教育，巩固专业思想，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弘扬伟大的中国精神、提高职业素养，为学

生可持续发展和职业生涯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建设原则

1. 创新教育理念

教师树立积极的思政教育理念，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

识和能力，在教学时积极地开展趣味性的思政引导活动，充分认

识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培养的统一关系。

通过搭建课程思政交流平台，开展集体备课、典型经验交流、现

场教学观摩等多种方式明确教师自身在思政教育体系中的角色，

增强教师课程思政建设能力，切实优化可以用于培养学生思想素

质的教育资源，全面系统性的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2. 拟定合理目标

动物药理思政教育必须从课程的教学目标出发，保证思政教

育具体目标与药理课程教学目标的有机融合。在总体设计上需要

与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案、课件等保持有效的统一，

合理的优化课堂的思政教育教学目标，做到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

同向同行。

3. 挖掘经典案例

教师需要适当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案例具有典型性、引导性、

参照性和对比型的特征，案例教学是动物药理课堂教学的重要的

教学方法，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与价值观深

度融合，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

道德、培养学生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培养学生完成动物实验的

安全意识等，既有助于学生深刻的理解专业知识，也有助于学生

对内容进行深刻地理解，从而达到对学生进行正确思想导向的效

果，达到教学的知识目标、社会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及思想教育

目标。

4. 找准教学切入点

动物课程教学应当以专业知识为主线，思政教育应当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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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发挥协同效应。教师找准对学生

进行思想熏陶的切入点，把思想教育案例与专业教学紧密地结合

起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

相统一，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的效果。

三、高职院校动物药理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路径

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教师是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的“主力军”。动物药理课程中思政元素需要任课教师依据人

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去深入挖掘，并将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相

结合，并趣味生动地引入课堂，发挥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立德树人”

的功效，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融为一体。

（一）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在动物药理概述部分，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文化自

信。讲授药理学发展史，引入我国明朝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

明代喻本元、喻本亨编著的兽医著作《元亨疗马集》《元亨疗牛集》

等，通过实例让学生感受“古人智慧”，激发民族自豪感和中医

药文化自信。我国现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抗疟药物———

青蒿素的事例，屠呦呦教授潜心钻研治疗疟疾的药物，从公元 4

世纪的中国学者葛洪所撰写古籍中发现一种药剂—青蒿，经过上

千次的探索实验，发现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主要的有效成分。世

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添加至基本药物清单，这项伟大的研究成果

拯救了世界各地无数身患疟疾的贫苦患者，这是中国医药工作者

在国际医药领域的杰出贡献，在动物药理课中科学家科研案例课

程中融入科研人不畏艰难钻研奋斗精神，激发同学们爱国主义情

怀。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提高职业素养

抗菌药物的授课过程中，积极开展爱岗敬业教育，巩固专业

思想，引导学生树立合理用药理念尤为重要。从弗莱明发现青霉

素的过程，引入新药的研发成功虽存在着一些偶然性，但更多的

是必然性，任何成功都需要不断的努力，介绍弗莱明善于观察思

考严谨的科研态度是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典型案例培养学生求

真的科学研究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介绍细菌耐药性概

念中引入超级细菌的案例，让同学们了解到随着抗生素在世界范

围内的广泛应用，细菌出现了耐药性，甚至出现了超级细菌，通

过播放一些用药错误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让同学们了解抗生

素滥用的危害，树立安全、合理用药理念。有效地增强学生的专

业认同感、个人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谨慎用药的职业意识，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提高学生职业素养，使学生终身受益。

（三）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培养学生的

法律意识

在动物药理概述部分，兽药管理教学中引入《兽药管理条例》

《兽用麻醉药品个供应、使用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增强学生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让同

学们始终绷紧“法治之弦”，帮助他们做好兽药研发、生产和使

用的“第一粒纽扣”。在“中枢神经系统药理”授课过程中，通

过盐酸麻黄碱、盐酸氯胺酮等药物的不良反应，引入大学生的禁

毒教育，教学内容与禁毒相关图片及宣传视频融合，让学生树立

珍爱生命、自觉抵制毒品、远离毒品的法治意识。

（四）加强学生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人与自然绿色和谐发

展

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在学习合理用药原则相

关内容时，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明确人与自然绿色和谐发展

理念。我国畜牧业经历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再到生态型的“螺旋式”

渐进发展轨迹，在药理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融入生态文明建设，

在讲到抗菌药物时列举学生熟悉的动物疫病防治案例，在工作中

合理使用药物，注意药物残留、药物休药期等，引导学生在学习、

工作、生产和生活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时刻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让同学们充

分认识到生物安全无小事等理念，激发学生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和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的情怀。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处于改革探索阶段，要解决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动物药理课程的教师，必须明确课

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基本区别，在动物药理课程思政的元素融入

形式、保障机制及评价体系进行深入探索，实现药理学课程与思

政理论课的同向同行，实现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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