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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育人”主旋律下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应用探索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biotherapy 
course under the main Melody of “Cultivating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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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治疗学课程是随着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而在很多医科院校开设的一门新课程，在培养行业人才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聚焦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铸魂育人”，发挥思政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培养的引领作用。本教学组在生物技术专业生物治疗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深入挖掘具有启迪性和教育性的思政元

素，在理论知识与思政元素之间找到交叉点，并将其融入到课程的思政教育中，从多个角度探索实施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教育的

有效路径。本教学组将15个思政案例融入到生治疗学课程教学中。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课程思政实施的效果进行了评估，结

果表明，此次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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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1]，提出

要求加强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和医药器械研发体系与

能力建设，发展组学技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新型疫

苗、生物治疗、精准医学等医学前沿技术。生物治疗学

是与当前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前沿技术相契合的新兴

学科，具有显著的行业前瞻性，对于培养未来高端生物

医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3]指出：培养仁心

仁术的医学人才，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加强医学

伦理、科研诚信教育，发挥课程思政作用，着力培养医

学生救死扶伤精神。以上重要论述为做好生物治疗学

课程思政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在将思想政治教育

与生物治疗学课程有机衔接和融合时，需要深入挖掘

与该专业紧密相关的思政元素并进行精心编排，探索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互促进的方法，以提高“铸魂育

人”实效性，培养既具备良好品德又富有才华的生物医

药人才。

1  思政教育融入生物治疗学的教学内容设计

在开展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工作时，本教学组

深切认识到该课程与生物技术专业学生未来职业规

划和职业道德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必须融入德育教育，以促进良好品行和高尚人

格的养成。本教学组以生物治疗学教学大纲为指

导，通过深入挖掘先进技术背后的发展历程和人文

故事，探索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与理论知识

相结合，巧妙地引入课堂。基于生物技术四年制学

生的职业发展需要、专业认知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

从增加“民族荣誉感”、“自主创新理念”、“传承与创

新”、“科研诚信”、“科研伦理”等角度选择合适的实

例，精心设计实施方法，讲解专业知识的同时，激发

学生的兴趣并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观，达

到“铸魂育人”目标。表 1中列举生物技术四年制生

物治疗学课程各章节及融入的思政案例。

2  生物技术专业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的实施

2.1  教学对象和授课准备

生物治疗学是生物技术专业培养中后期开设的

必修课。学生已经学习过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免疫学等与生物治疗紧密相关的基础课程。在掌握

一定专业知识之后，学生对生物技术应用兴趣浓厚，

渴望将理论知识拓展到应用，同时对生物治疗涉及

的道德伦理、社会责任等缺乏明确认知。此时正是

他们培养良好的科研思维、科学诚信、社会伦理观和

职业道德的关键时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秉持以

学生为核心的教育理念[4]，在教学过程中，以生物治

疗学涉及的知识点为引线，恰当地引入思政元素，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养和

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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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品质和才能是满足高水平专业课教学要

求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5]。为了提升教学水平和内容深度，通过专题形

式由不同老师对不同章节进行授课，课前组织授课

教师进行交流和讨论，共同挖掘和分享思政元素与

生物学专业知识有机融合的最佳方式。此外，为了

加强对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知以及提升自身素养，

除了组织相关培训会和研讨会之外，还会现场观摩

优秀教师授课，并分享交流自己的经验。

表1  生物技术四年制生物治疗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授课设计方案

课程内容

总论

治疗性疫苗

抗体治疗

细胞因子治疗

主动性细胞免疫治疗

被动性免疫细胞治疗

干细胞治疗

基因治疗

表观调控治疗

肠道微生物治疗

生物反应调节剂

生物治疗技术产品的质量控制

思政育人元素

生物治疗理念贯穿整个中医发展历程

闻玉梅院士自主研发新型乙肝治疗性疫苗

抗体药物的百年发展历程

华北制药自主研发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迅可）

侯云德院士团队首次克隆出人α1b型干扰素

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的DC治疗疫苗

首例被CAR-T细胞治愈女孩的故事

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事件

本世纪最严重的科研造假-心肌干细胞

童第周早于“多莉羊”实现鱼类克隆的故事

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

从“基因组计划”到“表观基因组计划”

东晋《肘后备急方》中的人屎解毒

“免疫治疗之父” 威廉·科利运用细菌治疗肿瘤

魏则西事件

育人目标

民族荣誉感

自主创新理念

传承与创新

自主创新理念

自主创新理念

自主创新理念

传承与创新

科研诚信

科研诚信

民族荣誉感

科研伦理

传承与创新

民族荣誉感

传承与创新

科研伦理

2.2  育人目标及课堂融入实践

生物治疗学的内容除涵盖了多学科的基础理

论，还包括其采用的新技术及临床实践，所以生物治

疗知识抽象、理论性强、进展更新快，具有一定的教

学难度[6]。合理地引入思政案例，一方面可以促进学

生对知识点的领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另

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理

想抱负。下文将针对部分思政案例进行详细阐述。

2.2.1  激发民族荣誉感，树立自主创新理念

在“治疗性疫苗”章节，以“闻玉梅院士团队自主

研发乙肝治疗性疫苗”为案例，讲述在中国自己的科

研土壤中同样可以创造出领先世界的生物治疗成

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已经通过引进国外疫苗

初步解决了乙肝预防问题，但是当时乙肝病毒已经

感染了中国 1/10的人口，乙肝治疗疫苗的需求同样

迫在眉睫。闻玉梅院士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国内外

无先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乙肝治疗性疫

苗的研发。经过十余年的攻关，终于开发出了可供

人体用的乙肝治疗性疫苗（乙克），目前正处于二期

临床试验。闻玉梅教授也被誉为“治疗性疫苗的先

驱者”。闻玉梅院士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攻坚克难的

精神，可帮助学生提高民族科研的自信心，激发他们

敢于挑战重大医学难题的决心。

2.2.2  带动传承精神，激发创新意识

在“抗体治疗”章节，以“抗体药物的发展历程”为

案例，阐述生物治疗技术的发展需要经过多代人的传

承和创新，逐步克服困难并得到应用。1901年，德国医

学家冯·贝林发现和发展了白喉的血清治疗获得了第

一个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揭开了抗体药物百年发

展的序幕。早期抗体药物存在免疫原性强、特异性弱、

效价低和批次重复性差等缺点，但是经过数代科研工

作者的智慧和努力，抗体药物经历了单克隆抗体、基因

工程抗体等多次发展迭代，最终形成了现在庞大的抗

体药物产业，在肿瘤、自身免疫疾病及感染等多种疾病

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这段历史告诉人们，任何技术

都需要在前人基础上不断传承与创新，只有通过对前

人经验的总结和吸收，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出新的技术，

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2.2.3  遵循道德伦理规范，培育行业良好氛围

在“基因治疗”部分中，以“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为案例，讲述基因治疗应用过程中所面临的严

肃伦理道德问题。2018年，贺建奎通过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将两个胚胎中的艾滋病相关基因

CCR5进行突变并植入试验者母体，诞下一对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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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露露”和“娜娜”，引起国内外轩然大波。贺建

奎为追求自身知名度和经济利益，在严重违反生物

医学伦理审查，罔顾患者和人类基因安全的情况下

开展了这项实验，严重损害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

的集体声誉，最终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

刑。贺健奎事件警示学生，新兴生物医药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必须在严厉的生物安全风险监管的情况下

进行。作为生物医药行业从业者，必须具有正确的

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2.2.4  坚守学术道德、弘扬科研诚信

在“干细胞治疗”章节，以“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

事件”为案例，讲述科研诚信是生物医药研究过程中

的红线。小保方晴子曾被誉为“日本居里夫人”，以

制造出与诱导多能干细胞相类似的万能细胞“STA细

胞”而闻名。这项研究一经发表后就引来大量质疑，

论文结果无法重复，甚至论文图片存在明显造假痕

迹。最终，小保方晴子因学术造假被撤稿，撤销博士

学位，科研生涯毁于一旦，其导师笹井芳树甚至引咎

自杀。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引起的悲剧将教育学

生，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坚守真实、客观、可靠的

原则。只有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数据采集和分析

过程，并公正地呈现结果与结论，才能确保所得到的

成果具备可信度和说服力。任何形式的伪造或篡改

数据都是对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背离。

3  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评测

本教学组以接受过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教学的

18名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对教学效果进行测评，结果见表 2。其中 94.44%

(17/18)的学生感受到了课程中的思想道德教育，

83.33%（15/18）的学生认为可激发民族荣誉感，

88.89%（16/18）的学生认为可启发自主创新理念，

88.89%（16/18）的学生认为可培养“传承与创新精

神”，94.44%（17/18）的学生认为可强化科研诚信意

识，88.89%（16/18）的学生认为可加深科研伦理认

识，88.89%（16/18）的学生认为思政元素引入合理恰

当。通过教学效果分析，此次课程思政的探索和改

革获得了良好的反响，进一步坚定了生物治疗学与

德育教育融合的教学方向。同时，通过教学效果评

估也认识到在“激发民族荣誉感”这一育人目标上，

仍需深入挖掘和探索适宜的思政元素和融合路径，

以期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4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

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要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

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

讲明白、讲清楚[7]。尽管生物治疗学是一门新兴课

程，但它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与当前社会关注问

题密切相关，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思政案例。在本

项关于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应用探索的

工作中，教育与思政有机融合，充分发挥了教师的引

导职能，改善了教学方法，并激发了学生对知识的渴

望；同时也紧跟科技前沿，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培

养了他们的科研思维；此外还关注社会焦点问题，引

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在潜移默化中达到“铸魂育

人”效果。

表2    生物技术四年制生物治疗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评测

评价项目

课程中是否感受到思想

道德教育

激发民族荣誉感效果

启发自主创新理念效果

培养“传承与创新”精神

效果

强化科研诚信意识效果

加深科研伦理认识效果

思政元素引入是否合理

和恰当

评价效果[n (%）]

优秀

17(94.44)

15(83.33)

16(88.89)

16(88.89)

17(94.44)

16(88.89)

16(88.89)

一般

1(5.56)

3(16.67)

2(11.11)

2(11.11)

1(5.56)

2(11.11)

2(11.11)

较差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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