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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立德树人理念下《流行病学》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践

韩云峰 谢志平 李雯婷 陈明琪 葛杰 贾月辉

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也是高等教

育的根本任务。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重要环节，充

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

教学的整个过程[1]。课程思政是实施课程育人的路

径，蕴含着不同的思政元素，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发

挥课程的育人作用，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医学生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后备军，肩负着

维护人类健康的神圣使命[2]，因此，充分利用课堂教

学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是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的

本质要求。

流行病学课程既是预防医学专业的基础学科，

也是现代医学的骨干学科，被誉为“公共卫生之

母”[3]，其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院流行病学教

学团队根据课程特点，在《流行病学》课程中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充分挖掘《流行病学》课程中蕴含的思

想政治元素，合理设计思政点，更新教学内容，创新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科学观、职业信念、法制意识、人文精神等思

政点融入课程，实现课程的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

能力提升的有机统一。

1 课程教学全过程的思政融入

《流行病学》课程开课专业为：预防医学、公共

事业管理、健康服务与管理、临床药学共 4 个专业，

讲授教材的第1~12章的内容，使用的教材是2017年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詹思延主编的第八版《流

行病学》。在教学全过程中，课程思政教育贯穿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在课前，主要通过查阅

文献资料、修订教学大纲（增加思政目标）和建立思

政案例库来进行准备。在课中，则通过改变教学方

法，将思政内容融入课堂教学。在课后，则通过教

师的授课反思以及学生的反馈来评价思政改革的

效果。这样的方式能够确保思政教育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落实。

《流行病学》课程教学大纲在原专业培养目标

与能力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明确将思政教学目标

写入教学大纲。教学团队开展集体备课，围绕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落实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逐

章逐节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见表 1），教师

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思政教学，在每一个章节中最

少提取 2～3 个思政点。并根据教学反馈不断调

整与补充，将思政素材整理成教学资源库。

除教学内容融入课程思政外，还精心设计制

作精美的教学幻灯片，将思政案例以图片、视频、

动画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插入其中，将契合教学内

容并能体现思政元素的名人名言、诗句等作为每

章教学幻灯片第一页。比如在制作第八章病因及

其发现和推断教学内容的幻灯片时，引用名言“一

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中得来”的幻灯片作

为本章节教大学内容的开始，并在每张幻灯片的

页脚处插入合适本章节的与课程思政相关的词语

“去伪存真”。在流行病学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幻灯

片处处体现中国元素，如在我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来临之际，教学幻灯片模板上体现节日相关素

材，以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文化沁润心田，培养学

生坚定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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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行病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开展和实施

2.1 课程思政在课堂中的教学实践 以教材第十

一章——传染病流行病学为例，阐述将课程思政融

入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本章的教学目标包括专

业培养目标、能力目标与课程思政目标。

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了解传染病的流行趋

势，熟悉传染病的发生过程与流行过程，掌握传染

病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应用流行病学的方法预防和

控制传染病。能力目标：主要培养理论联系实际，

应用流行病学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

思政目标：以习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导，将立德树人

的总目标与课程教学目标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怀、人文精神、法制意识，提升职业素养，以课程

为载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实现课程育人。

课程导入是通过介绍国内外传染病的流行概

况，以及我国科学家屠呦呦研制成功抗疟药物—青

蒿素的事例来实现的。屠呦呦从古文献《肘后备急

方》中得到启发，研制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世界上不

计其数的疟疾患者的生命[4,5]，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6]。这个事例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

精神，让他们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和并引

以为傲[7,8]。

在接下来的授课过程中，专业知识中渗透思政

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讲授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引导

学生思考如何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的角

度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并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辩证思维的能力。同时，也会介绍社会因素对传

染病流行的影响，以及我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中的积

极应对和宝贵经验传授，展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形象[9]。此外，还会强调生态环境对传染病流行

的影响，倡导学生爱护环境、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

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建设美丽中国。最后，

会讲解传染病预防措施的内容，强调依法行医和公

民的责任与义务，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2.2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与课堂教学改革 流行病

学课程的理论课程采用大班讲授与同伴合作学习

相结合的方式。大班授课按照每一章节教学设计，

应用案例、文献、视频等形式将课程思政素材融入

专业知识点讲授中，引导学生思考讨论、总结归纳

出相应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思考问

题能力，让学生在不断的启发当中自然而然地得出

结论，水到渠成地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的结

表1 流行病学课程各章节思政元素与思政素材

教学章节

绪论

疾病的分布

描述性研究

队列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

实验流行病学

筛检

病因及其发现

和推断

预防策略与公

共卫生监测

传染病流行病学

慢性病流行病学

教学内容

我国流行病学成就、流行病学用途

各种疾病频率测量指标的计算

描述性研究方法

队列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实施

对照的设计方式

灵敏度与特异度的关系

病因的定义，病因的推断

人群健康、行为危险因素的监测

概述，法定传染病报告

慢性病的流行特征

思政素材

流行病学先驱榜样的力量、疫苗效

果的评价

因数据瞒报造成的严重后果

艾滋病的发现、反应停销量与短肢

畸形儿数量的趋势关系

Doll与Hill吸烟与肺癌的队列研究

案例

反应停事件

Tuskegee研究所的梅毒研究

以血红蛋白为指标诊断贫血时，将诊

断标准升高，各评价指标的改变

马歇尔与沃伦发现幽门螺杆菌和胃

癌的关系

群体免疫，我国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我国艾滋病哨点监测

屠呦呦研制出抗疟的青蒿类药品；

新冠疫情中的医疗前线工作者无名

英雄们

中国的疾病谱的巨大变化

思政元素

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爱国情怀

严谨、诚信、职业信念

客观、求实

团结协作、坚韧不拔

辩证的思维、科学钻研

伦理道德、敬畏生命

批判思维、对立与统一

求真务实、逻辑推理

人文精神、家国情怀、人民至上

法律意识、职业信念、人文精神、

民族自豪感

爱国情怀、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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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伴合作学习要求学生三人结成同伴，对授课

过程中讲到的流行病学专家、学者或流行病学史

上的重要事件，查阅相关资料，以文档、微视频或

幻灯片等多种形式上交作业。在同伴讨论过程中

不仅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同时也感受公共

卫生学家们的奉献、爱岗敬业、社会责任感、职业

素养以及对科学研究不懈努力的精神。

3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

就教师而言，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主要通过

教学督导与教学设计相结合，评价思政的开展和落

实情况，课程思政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学生的收获，

本课程主要通过线上教学平台的留言，以及课后师

生交流、访谈等方式检验课程思政取得的成效。例

如在讲述第六章实验流行病学中的临床试验内容

时，学生在雨课堂上引用钟南山院士的讲话留言，

“在中国没有办法进行新冠疫苗的Ⅲ期临床试验，

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病人”，这段“凡尔赛”的发言

体现了我国的强大，在抗疫中取得的巨大成效，还

有留言写道：免费注射疫苗，彰显大国风采，作为中

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类似的留言还有

很多，从侧面也反映了课程思政的效果。

4 课程思政教学的关键因素

4.1 优良的思政素材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基础 每

门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模板

可以借鉴，但是每一门课程皆具有育人功能。良好

的思政素材，既能够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掌

握，又能取得良好育人效果。课程团队不断深挖细

琢隐含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开发建立适合授课的

专业以及未来就业方向的思政案例，并不断完善、

充实课程思政素材库。以合适的教学方式将思政

素材契合到教学内容中，引发学生思考，激励学生

产生学习的动力，进一步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

解和深化。

4.2 教师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 课堂是课程思

政的重要阵地，教师是教学的第一负责人，如何充

分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是每位教师的职责，

专业课程授课教师应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与思

政教学能力[10]，育人先育己。课程思政教学仍应

以学生为中心，不应是教师单方向的输出，转变传

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学过程采用多种的课堂教学

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教学教学

效果。

5 展望

《流行病学》课程从课前教学设计到课堂实施

课程思政改革，再到课后教学评价，实现全课程育

人。教师深入分析课程内容，不断探索和实践适合

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将立德树人作为授课的根本

任务，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不辜负习总书记提出的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全课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的殷切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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