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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优秀成果展示 |《人体解剖学》

编者言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

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举措，旨在使德育与智

育相统一，推动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本期分享 医学影像学院 苗莹莹老师

《人体解剖学》三位一体思政培养

作者简介

苗莹莹，中共党员，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河南省骨干教师、

河南省文明教师。主持省部级、地厅级科研课题。河南省社会实

践一流本科课程《医学与艺术》、河南省继续教育在线开放课程

《人体影像解剖学》及河南省继续教育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人

体解剖学》的课程负责人，荣获多项省级教学奖励。

育人箴言：大医精诚、德医双馨；仁心仁术、情暖人心

图 1 教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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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刘恒兴、安雷雷、赵翌如、刘鹏飞、毛文锋

图 2 教师风采

课程简介

人体解剖学是按照系统研究人体正常形态结构的科学。它的

主要任务是按功能系统阐述人体各器官的形态结构、位置、各器

官之间的联系。为学生学习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

必要的大体形态学基础。它以进化发展的观点，形态与机能相互

联系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局部与整体统一的观点，来

解释人体的形态结构，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人体解剖学基本内容

的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和树立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 3 -

一．思政育人目标

（一）知识目标

1.说出九大系统各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2.描述九大系统各器官功能系统的器官形态、位置、结构、

功能及主要脏器毗邻。

3.摸认常用的骨性和肌性标志，画定大血管、神经干体表投

影和重要脏器的体表定位。

4.简述人体各器官功能系统相互间的联系。

（二）能力目标

1.能分析常见的九大系统疾病的解剖学基础，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

2.能理论学习与观察实物相结合；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相结

合。建立形体概念，形成形体记忆，培养自学能力。

3.能准确地摸认人体的体表标志；正确地画出大血管、神经

干及重要内脏器官的体表投影，达到“透视眼，一摸准”；辨认

人体器官结构的正常或异常。

4.能用绘图、列表、归纳、病历分析等方法，形象地描述、

分析、记录人体器官的形态结构。

5.记住适量的常用解剖学外文词汇，为阅读外文书刊及网络

外文资源创造条件。

6.利用中国大学慕课、虚拟仿真平台、数字人平台将进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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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手术模拟操作，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提高临床技能水平。

（三）素质目标

1.倡导健康中国的理念、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对身边人做

好健康科普工作。

2.培养学生医者仁心和勇于奉献的精神。

3. 培养学时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立志献身医学事业；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培养严谨的，实事

求是的科学作风。

4. 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多种能力培养，如形象思维能力、

描述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造思维能力等。终身学习能力、

人际沟通技能、信息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

科学研究能力。

5.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6.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二．设计思路

人体解剖学课程思政实行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课外第二课

堂三位一体思政培养，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模式；制定思

政教学大纲，结合各个章节编写思政案例库，课程思政有机融入

实验教程、融入 PPT,融入教案，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在相应知识单

元模块和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实施多元动态的考核指标，

让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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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流程图

课程思政建设体系

表：各章节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内容融合一览表

知识单

元模块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要点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描述 课程思政教学要点

绪论
我国人体解剖学

发展简史

我国著名解剖学家—王清任、黄

宽、汤尔和等。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刻苦钻研、勇于探索的精神。

案 例 导 入

法

运动系统

骨的构造

老年人骨无机质含量较高、骨质

疏松易骨折，儿童骨有机质含量高，

骨弹性大，易变性，佝偻病。倡导学

生关爱老人、儿童。

案例导入法

颈椎的钩椎关节

教育广大青少年注重健康生活方

式，预防疾病的发生。作为医学生有

义务去对身边人进行科普教育，为健

案例导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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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国尽一份自己应尽的责任。教育

学生养生良好生活习惯。

脊柱组成及特点

中国脊梁，列举国内做出杰出贡

献的人物，例如：袁隆平，屠呦呦，

邓稼先，钱学森等，作为同学们学习

的榜样，前进的动力。培养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怀。

隐形渗透法

消化系统

直肠结构及功能

讲述齿状线的结构及痔疮位置。

引出“十人九痔”的说法，解释原因并

提醒学生养成正确的作息及饮食习

惯。

隐形渗透法

肝外胆道

临床病例导入，讲述肝外胆道组

成包括肝左右管、肝总管、胆总管。

讲述我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

的感人事迹。激发学生仁者之心、爱

国热情。

案例导入法

消化系统的功能

消化系统功能“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由此引入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

有对不合时代的文化的摒弃。鼓励学

生文化传承、文化自信。

画龙点睛法

呼吸系统
肺的形态、结构、

功能

造成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因素就

是空气污染。从而增强学生学生保护

环境的意识。保护我们的生命共同

体。

案例导入法

腹膜 腹膜的结构及功能

腹膜形成的大网膜又称腹腔卫

士，它可以包围病灶以防止炎症扩散

蔓延。腹膜相当于保卫祖国的边防战

士，现在的幸福生活，得益于边防战

士在艰苦的环境中对国家的守护，国

家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增

强学生民族凝聚力，同时培养学生的

隐形渗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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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精神。

脉管系统 淋巴系统功能

淋巴系统的作用抵御外来病原入

侵机体，正如当下我国的强军强国战

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画龙点睛法

感觉器

讲授角膜的位置、

结构时候，引入角

膜捐献及角膜移植

术

告知学生捐献角膜是对自己生命

的延续，生命因爱而伟大。

临床案例导

入法

讲授晶状体调节

看近物与远物，晶

状体调节障碍会

导致近视、远视及

老花眼

提醒大家关注青少年眼健康，全

社会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

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组

织学生参与近视科普，参与近视筛查

工作，提高学习积极性同时，使其树

立近视防控，全民行动的社会责任感

与从参与眼保健及康复。

视频、动画导

入法

通过晶状体核出

现混浊导致白内

障，提醒学生我们

国家已经进入老

龄化的社会，而老

年性白内障是导

致老年患者视力

下降的发病率最

高的疾病

国家残联、卫计委及一些慈善机

构每年都会有特定资金资助贫困地

区或者是城市地区那些低收入的人

群，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白内障手术。

这些免费政策正是国家道路自信、制

度自信的典型体现。也展示出了党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人民至上的

担当。

画龙点睛法

神经系统

坐骨神经的体表

投影、分支分部

中医治疗坐骨神经痛具有特色优

势，包括针灸、按摩、手法松解、针

刀松解、埋线等方法，对缓解患者症

状，促进血液循环、调控神经能力都

有非常好的效果。提升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案例导入、隐

形渗透

神经系统调节和

控制各器官系统

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党中央相当

于神经系统，调控着着整个国家的发

图表对比、隐

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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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神经系统

在各个系统中占

主导地位

展方向，在疫情防控、对抗自然灾害

中，党中央的发出指令，引导全国人

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培养学生爱

国主义情怀及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神经元功能

通过讲述传导通路中各级神经元

功能，告知学生不同神经元互相协同

才能完成神经的传导。培养学生的团

队精神。

案例导入、隐

形渗透

脑血管的疾病

通过引入脑梗塞和脑出血的先进

诊治技术，使学生及时了解本学科发

展动态，促使学生主动查阅文献，主

动思考。培养自我创新意识和创新思

维。

隐形渗透式

解剖

第二

课堂

恰逢建党百年、号

召百名学生手绘百

米画卷致敬建党百

年。根据建党以来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疾病的发病机

制、器官的病理变

化及镜下结构手绘

解剖图。用医学生

的特殊语言向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

党领导人民攻克难关，体现了党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人民至上

担当。借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厚

植医学后备军的大爱情怀。

案例导入法。

分组讨论、多

学科融合、实

操考核。

解剖

第二

课堂

全科医生技能大赛

是把真实病例改编

成剧本演绎出来，

期间还需要真实再

现医患纠纷、人文

关怀等内容。

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扎实了学生的

临床基本功，还让他们通过换位思考，

从心底改变对患者的“声音”和“态

度”。

案例导入法。

分组讨论、多

学科融合、实

操考核。

（一）课程思政融入具体思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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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通过遗体捐献者采访视频短片，通过视频导入，隐形渗

透，让学生致敬大体老师，热爱生命，重温医学生誓言。把冷冰

冰的实验课，转变成有温度的生命大课。 课中以案例导入、隐

形渗透式或者画龙点睛式，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如在

讲解角膜时，引入角膜捐献、告知学生捐献角膜、让生命延续。

讲解白内障时让学生知道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百万贫困白内障患

者复明”免费项目。通过视频导入，让学生感受这些免费政策正

是国家道路优越、制度优越的典型体现。也展示了党为人民谋幸

福的初心，坚持人民至上的担当。课后利用翻转课堂，结合时政

进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如在 2021 年恰逢建党百年之际，号

召 100 名学生手绘百米画卷，用特殊的“医学语”向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开展特色第二课堂——全科医生技能大赛，把真实病例

改编成剧本演绎，期间真实再现医患纠纷、人文关怀等内容。寓

教于乐的方式，不仅扎实了学生的基本功，还让他们通过换位思

考，从心底改变对患者的“声音”和“态度”。这种课程改革是

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是课程思政改革的新

形式。第二课堂思政改革受到中新网、人民日报、学习强国、新

浪网等多家国家级官方媒体报道。

（二）课程思政的考核

构建多元、动态的评价体系。考核成绩由形成性评价（30%）

+实训评价（10%）+终结性评价（60%）构成。思政考核贯穿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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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课前、课中、课后、第二课堂、线上考核进行全方位、多

维度的考核，以下是思政考核的各级指标。我们客观、全面、公

正的评价学生，极大的提升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图 4 课程考核各级指标

图 5 思政考核各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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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案例一：手绘百米画卷

建党百年号召百名学生手绘百米画卷，画卷内容为以肺部常

见传染疾病（肺炎、肺结核、非典、新冠肺炎）为中心，让学生

绘制肺部常见的传染疾病的手绘图及融入解剖与艺术的解剖绘

图。学生通过肺炎、肺结核、非典到新冠肺炎的肺部疾病的病例

分析及创意绘图，能深刻体会建党以来国家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

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这百幅解剖图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引人深思，从多角度展现出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人

民至上的担当。学生通过手绘解剖图的方式记录抗疫冷暖，展示

疫情下的国家力量，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敬畏生命。通过肺部常

见疾病的鉴别诊断，让学生明白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把思政教

育和学生喜闻乐见的实践活动深度融合，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学生在第二课堂实践中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通过第

二课堂呼吁学生同呼吸、共命运，携起手共同守护我们的呼吸命

运共同体，共同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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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百米画卷

案例二 致敬生命

实验教学是人体剖学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过程。授课教师可

根据具体实验内容，有机融合课程思政开设思政教育。开学第一

课，我们号召学生“向大体老师致敬环节”。我们通过播放大体

老师捐献者的采访视频，让学生感悟大体老师的伟大的奉献精神。

学生面向大体老师默哀、为大体老师献上鲜花。由学生代表带领

宣读《医学生誓言》，重温医学生誓言，牢记医学生的使命与担

当。把一门“冰冷”的系统解剖学实验课，转变成“有温度的生

命大课”，实现教书和育人的有机统一。在系统课程结束时举行

“大体老师”的告别仪式，并撰写学习心得或给大体老师的一封

信。通过生命教育，不仅教会了学生专业知识，还教会学生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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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老师的高尚人格，用感恩的心在大体老师身上学习救死扶伤

的真本领，努力成为一名的德才兼备的医务工作者。

淋巴动物创新实验前致敬动物、致敬生命。老师通过手术刀

用法讲解，使学生以前进入医生角色，强调动物作为病人，应该

如何进行手术，规范操作，要有仁心仁术。

图 7 致敬生命

四．实施成效

（一）课程的教学成果

1.河南省继续教育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人体解剖学，河南

省教育厅，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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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人体解剖学，河南省教育厅，

2019。

3.基于人体解剖绘图开设的解剖专业课程与通识教育融合

课程——医学与艺术融合实践课程获得河南省社会实践类一流

本科课程，2022。

4.《人体解剖学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含有课程思政

的实验教程，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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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教学成果

（二）论文发表情况

1.安雷雷,赵翌如,刘恒兴.《人体解剖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初探[J].科技视界,2019(29):208-209.

2.毛文峰，黄敏杰，苗莹莹.将思政元素融入系统解剖学教学

的应用探究[J].中国航班,2022(3):202-204.

3.黄敏杰，毛文峰，苗莹莹.《人体解剖学》中课程思政元素

的初探[J].真情,2021(5):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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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风采

1.学生绘图的创意作品获得全国医学上解剖绘图大赛入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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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入围全国决赛

2.学生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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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学生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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