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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神之钙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剖学实验，实验一躯干骨、四肢骨。

课程思政类型：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

融入方式：画龙点睛式

实验步骤：

骨在人体内具有支撑身体、保护内脏、完成运动和参与代谢等作用。

人体是由不同骨骼通过关节、韧带等联系成的一个整体。特别是脊椎，它像一根“柱

子”支撑着人体。没有脊柱，人类就不可能站立和走路。

骨在支撑人体的同时，还保护着体内的各种脏器，如颅骨保护着大脑；肋骨保护着

心、肺；骨盆保护着子宫、膀胱等。没有骨骼的保护，外来的冲击可使内脏受损伤的机会

大为增加。

骨在肌肉、肌腱、韧带和其他软组织的共同作用下，使人们得以行走和运动，从而大

大提高了人类生存的能力。

人体骨参与体内新陈代谢的问题常不为人们所知，实际上，骨与全身代谢过程的关系

是十分密切的。例如；骨中的骨髓是造血组织；骨质中含有大量的钙、磷及其他物质，是

体内无机盐代谢的参与者和调节者。

融入的思政元素：

我们知道骨的主要成分是钙，是支撑我们身体的主要力量。对于每一位共产党员而

言，理想信念就是我们精神的“钙”。2012 年 11 月 17 日上午，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理

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

钙”，就会得“软骨病”。目的很明确，“补钙”是因为部分党员干部精神上“缺钙”，剑锋

所指的，是由此带来的种种“软骨病”。

改革进入深水区，多元思想交流碰撞，诱惑与挑战花样翻新，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道

德“防线”不断下滑乃至崩塌。这些党员干部被查处，究其根本都是因为理想信念出了问

题，“软骨病”导致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最后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习近平同志的谆谆

之言，直指问题核心。

因此，必须拧紧思想信念的“总开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

确提出，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从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从重拳

反腐到准则、条例等党内规章的颁布，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

列抓铁有痕的具体措施，每一项都意在固本培元，为理想信念“加油”“补钙”。

（岳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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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恩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学剖实验，实验三肌学。

课程思政类型：专业素养和道德理论

融入方式：隐形渗透式

实验步骤：

肌可根据组织结构和功能不同分为心肌、骨骼肌和平滑肌。心肌为心壁主要组成部

分，平滑肌主要分布于内脏的中空性器官及血管壁，心肌与平滑肌不直接受人的意志 

支配。

骨骼肌是运动系统的动力部分，多数附着于骨骼，主要存在于躯干和四肢，受人的意

识支配，又称随意肌。骨骼肌在人体内分布极为广泛，有 600 多块，约占体重的 40%，每

块骨骼肌都具有一定的位置，形态，结构和辅助装置，并有丰富的血管、淋巴管和神经分

布，执行一定的功能，所以每块肌都可视为一个器官。

融入的思政元素：

在进行解剖实验时，有一个特殊的仪式：上课的学生身着白大褂，默默地站在老师的

周围，持续一分钟默哀。在这解剖课中，有一位最特殊的教育者——“大体老师”。

教师通过仪式口号进行引导，号召医学生尊重大体老师的人格和不朽之躯，虔敬谦恭

地学习，用心地从大体老师赤诚的血肉之躯上学会救死扶伤的真本领，努力成为一名注重

自身医德仁心培养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医务工作者。

在局部解剖学实验课上，教师通过讲解实验前操作、实验中的注意事项（解剖尸体需

要被尊重）、主刀区域局解的规范性，加入人文元素，如尊重解剖尸体的完整性、卫生性、

操作过程的规范性等，使学生重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以及加强对责任意识的审视。

在学生群体中贯穿“大医精诚、医者仁术”的思想，将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标和情感

目标，让学生在理解解剖专业课的同时，加强自身的人文素养，如此也响应了全国探索构

建全员、全课程的大思政教育体系的号召，体现了课程思政育人的根本目的，让学生在解

剖课堂、大体老师的血肉之躯上学习到的不仅仅是救死扶伤的真本领，更是医务工作者应

有的感恩。

（岳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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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胸怀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学剖实验，实验三肌学，躯干肌（胸大肌、背阔肌）。

课程思政的类型：思想道德

融入方式：画龙点睛式

实验步骤：

胸大肌是位于胸廓的前上部的肌肉，通常称为胸肌，呈扇形，起自锁骨内侧半，胸

骨和第 1～6 肋软骨，肌束向外侧集中，止于肱骨大结节嵴。近固定，向心收缩时、旋内。

远固定，拉躯干向手臂靠拢。屈肩关节，水平内收肩关节，内收，内旋肩关节，还可提肋

助吸气。

背阔肌是位于胸背区下部和腰区浅层较宽大的扁肌。由胸背神经支配。血液供应主要

来自胸背动脉和节段性的肋间后动脉和腰动脉的分支，可以肩胛线为界线的外侧由胸背动

脉分支供血，线的内侧由节段性动脉供血。起于 7～12 胸肋棘突、胸腰筋膜、髂嵴和下位

3～4 肋，止于肱骨小结节嵴。

融入的思政元素：

胸大肌是人胸前最宽阔的肌肉，人也应该有宽阔的胸怀。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更

应该有宽阔的胸怀，时时刻刻可以为患者着想。这就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①做人胸怀

宽广，就得具有宽容大度；②做人胸怀宽广，就得学会沉得住气；③做人胸怀宽广，就得

善待身边的朋友；④做人胸怀宽广，就要注重换位思考。要有一种看透一切的胸怀，做到

豁达大度，把一切都看作“没什么”，才能在慌乱之时，从容自如；忧愁时增添几许快乐；

艰难时顽强拼搏；得意时言行如常；胜利时不醉不昏。人的面部表情与人的内心体验是一

致的。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是宽容大度体现。

背阔肌是引体向上主要的发力肌肉，它作为背部最大的肌肉承担了很多，而作为未来

的医务工作者以后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时时刻刻为患者的身体状况考虑。责任是一

种使命，是一种品质，是对自己所负使命的忠诚和守信。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或者一个

不负责任的人，不仅会失去社会的基本认可，失去别人的信任与尊重，而且在工作中往往

一事无成。人可以不伟大，可以不富有，但不可以没有责任心。坚守一份责任，就是坚守着 

生命的追求与信念，就是享受着工作的乐趣和生活的幸福。责任产生使命，责任创造卓越。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多其

他国家无法完成的奇迹，不仅迅速抑制了疫情，还对世界疫情防治贡献了宝贵经验。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为人民服务，

使疫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们各行各业的坚守，人人充满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念。所以，医学生们更要锻炼躯干肌肉，不仅仅身体上可以承受更多，

思想上也可以有更宽阔的胸怀和担当精神。

（岳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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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作的力量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学剖实验，实验四消化系统。

课程思政类型：人文精神

融入方式：隐形渗透式

实验步骤：

消化系统包括消化管和消化腺两部分。消化管是指从口腔至肛门的管道，依据形态及

功能分为口腔、咽、食管、胃、小肠（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大肠（盲肠、阑尾、结

肠、直肠和肛管）、肛门。

消化系统的基本生理功能是摄取、转运、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排泄废物，这些生理

的完成有赖于整个胃肠道协调的生理活动。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供机体所需的物质和能

量，食物中的营养物质除维生素、水和无机盐可以被直接吸收利用外，蛋白质、脂肪组织

和糖类等物质均不能被机体直接吸收利用，需在消化管内被分解为结构简单的小分子物

质，才能被吸收利用。食物在消化管内被分解成结构简单、可被吸收的小分子物质的过程

就称为消化。这种小分子物质透过消化管黏膜上皮细胞进入血液和淋巴液的过程就是吸

收。对于未被吸收的残渣部分，消化道则通过大肠以粪便形式排出体外。

融入的思政元素：

人体内的消化过程体现了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体内脏器，器官相

互协作共同配合，才能将食物转化为人体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一个器官出现问题便

会影响到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只有当所有器官都发挥自己的功能时，才能达到共同的 

目标。

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多变，各国面临疫情挑战，这更加体现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指出：“当前疫情正

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

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性风险，可以说，

此次疫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世界此时此刻共同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和危机，人

类的共同行动愈发彰显出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

义。在眼下全球面临严峻疫情的艰难时刻，中国又毫不犹豫地投入抗疫国际合作，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为全球抗疫注入积极的正能量。“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

步为补偿的”。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启示人们，人类需要从这场疫情所带来的灾难以及全球

抗疫的共同行动中有所自觉、有所反思，进一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致力于建

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相信，世界各

国只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共同

迎接光明的未来。

（岳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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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酶的催化作用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剖学实验，实验四消化系统：肝。

课程思政类型：专业素养和人文修养

融入方式：隐形渗透式

实验步骤：

观察肝的两面、四缘，重点观察肝脏面呈“H”形的沟及沟内的结构。左纵沟的前部

为肝圆韧带裂，内有由脐静脉闭锁形成的肝圆韧带；后部为静脉韧带裂，内有由静脉导管

闭锁形成的静脉韧带。右纵沟的前部是胆囊窝，容纳胆囊；后部为腔静脉沟，内有下腔静

脉通过。横沟即肝门，有右前方的肝管、左前方的肝固有动脉和两者后方的肝门静脉等出

入。以“H”形沟为标志分为前方的肝方叶、后方的肝尾状叶和侧方的肝左、右叶。在腔

静脉沟上端寻找肝左、中、右静脉出肝注入下腔静脉处，此处即第二肝门。

融入的思政元素：

肝脏是身体内以代谢功能为主的一个器官，并在身体里面起着去氧化、储存肝糖、分

泌性蛋白质等酶的合成等作用。简言之，肝对于人体的代谢作用不容小觑。在祖国面临突

如其来疫情席卷的时候，像钟南山院士、吴尊友院士以及广大医护人员冲在前线，英勇同

病魔战斗，在祖国面对病毒的侵扰时，这些英勇的战士，构筑并催化建立了强大防御体

系。我们国家的日益强大，正是由于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改革，不断进步，总是有

优秀的人物催化产生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发展了先进的科技力量，最后成长为共和国的脊

梁。当然，作为新时代的医学生，也要时刻以优秀人物为榜样，吾日三省吾身，及时改

掉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以求以后做一名有仁心、仁术、仁爱的好 

医生。

（陈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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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吐故纳新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学剖实验，实验五呼吸系统。

课程思政类型：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

融入方式：潜移默化式

实验步骤：

肺上端钝圆称肺尖，向上经胸廓上口突入颈根部，底位于膈上面，对向肋和肋间隙的

面称肋面，朝向纵隔的面称内侧面，该面中央的支气管、血管、淋巴管和神经出入处称肺

门，这些出入肺门的结构，被结缔组织包裹在一起称肺根。左肺由斜裂分为上、下肺叶，

右肺除斜裂外，还有一个水平裂将其分为上、中、下肺叶。

肺是以支气管反复分支形成的支气管树为基础构成的。左、右支气管在肺门分成第二

级支气管，第二级支气管及其分支所辖的范围构成一个肺叶，每支第二级支气管又分出第

三级支气管，每支第三级支气管及其分支所辖的范围构成一个肺段，支气管在肺内反复分

支可达 23～25 级，最后形成肺泡。支气管各级分支之间以及肺泡之间都由结缔组织性的

间质所填充，血管、淋巴管、神经等随支气管的分支分布在结缔组织内。肺泡之间的间质

内含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是血液和肺泡内气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肺表面覆被一层光

滑的浆膜，即胸膜脏层。

融入的思政元素：

解剖实验的学习为学习病理、组织与胚胎学、外科学、生理学等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人体解剖学实验课不同于理论课，它是从课本的文字学习过渡到实物标本，以及发挥

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环节。丰富生动的实验课既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提

高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无形之中让学生感受到医学的神圣与重要性。学习人体解剖学的

目的，就是从医学专业的实际需要出发，掌握正常人体形态和结构的知识，为学习其他基

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分析肺部结构及周围组织时，可以深刻体会到肺部在参与人机体运行中的重要性。

肺在每日的一呼一吸中为机体供给充足的氧气，以维持人类正常的日常生活。因此，一旦

肺部出现了问题，那将为人体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而在时代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在科技成果硕果累累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

将党史学习作为补充我们精神食粮的新养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新时代青年有着这样的

寄托：“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

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衷心希望每一个青年

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对广大青年来说，这是

最大的人生际遇，也是最大的人生考验。”

我们应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与寄托，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每日应像肺一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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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充实自己党的思想，为自己的机体提供养分，不忘对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毛泽东

思想的忠实信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陈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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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脏是人体的太阳”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学剖实验，实验六心血管系统。

课程思政类型：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融入方式：隐形渗透式

实验步骤：

心血管系统包括：心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

心脏是机体的泵血器官，为全身血液流动提供动力。心脏分为左右两个半心，两侧各

有房室两部分：右心房、右心室、左心房、左心室。心脏里的精密细微结构保证心脏里各

结构和谐有力，互不干涉，有节律地把血液从心脏泵出，经各个动脉分支流至人体的各个

组织处。动静脉走行相似，在人体末端毛细血管处联合构成毛细血管网，血液从静脉回流

至右心房，右心房血流入右心室，再进入肺动脉于肺泡进行气体交换，氧气充满血液，再

经肺静脉流入左心房，循环结束。

融入的思政元素：

心脏对人体而言，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是全身血液的泵发站和收集站，犹如生命的

太阳。作为医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临床动手能力。医学知识是

个庞大体系，我们通常执着学习重点，对于稍有困难的知识点只是一般了解而不去掌握，

比如心血管系统组成一样，重要的血管分支我们非常清楚，但那些细枝末节以及微循环小

血管组成我们接触的少之又少。我们在临床上一旦遇到与之相关联的难题时，便会让我们

束手无策。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们决不能有半点马虎，因此我们需要对知识刨根问

底，对知识框架的每一个点都要熟透于心，构筑并逐渐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早在 17 世纪以前，科学家对于心脏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William Harvey 通

过解剖人体初步探讨了人体结构奥秘，奠定血液循环理论基础。他说：“太阳是世界的心

脏，心脏是人体的太阳”。我们要学习他善于提出问题，总结经验的精神，杜绝“本本主

义”，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医学生的学习中，我们要学会进行亲身

实践，善于思考，实事求是地学好每一门学科，为成为一名坚定务实的医务工作者奠定牢

固的基础。

（陈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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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统一与协调

课程名称及章节、内容：系统解学剖实验，实验七脑。

课程思政类型：家国情怀和职业发展

融入方式：隐形渗透式

实验步骤：

端脑被大脑纵裂分为左、右大脑半球，并借胼胝体相连。大脑半球与小脑之间有大脑

横裂。

大脑皮质的功能定位：大脑皮质是人体活动的最高中枢，其不同部位，有完成某些反

射活动的相对集中区，称大脑皮质的功能定位。

小脑总体积占整脑的 10%，是重要的运动调节中枢，位于颅后窝，通过神经纤维与端

脑和脑干相联系。

融入的思政元素：

学习端脑包括左右两个大脑半球以及连接两半球的中间部分。大脑半球表面的部分称

大脑皮质。皮质表面布满深浅不等的沟，称大脑沟，沟间的隆凸部分称大脑回。人类大脑

皮质的总质量约占全脑重的 40％，面积约为 2 000 多平方厘米，其中 1/3（约 750 cm2）露

于表面，2/3 位于沟壁和沟底。

脑的灵敏程度是可以竖起大拇指来称赞的。它从接收“信号”到发出“命令”，有时

只要千分之一秒的时间。脑是一个结构复杂、层次清晰、等级森严和分工明确的生物宇

宙。人脑两半球在某些高级功能上是高度专门化的，而端脑在这里起到了总协调的作用。

在这场疫情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体现了执政党的使命与担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强大合力。一句“我是党员，我先上”，感动了成千上万个人，在一次次的危险

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冲在第一线，给人民抗战指明方向。如今 21 世纪，在这个充满机遇

与挑战的时代，我们要坚信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做任何事

情，都能全国一盘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要坚定人生理想，明确

人生方向，在党的指引下，认真学好专业知识，实践掌握过硬本领，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身力量。

（陈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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