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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根本目标，总书记

在历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多次谈到高校思政

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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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

药物分析与检验技术作为药品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

修课，其课程的目标是培养药学专业学生具有药品全面

质量控制的观念，掌握药品质量检查控制的知识和技能，

能够完成药品的研究、生产、使用、供应和监督管理过

程中的对药品的分析、检验工作。整个课程中本身就贯

穿着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要求，如诚

信敬业的职业素养教育、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勇于探索、不畏艰险的科学精神教育、社会责任意识、

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教育、辩证思维教育等思政要素。

药物分析与检验中可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较多，通

过灵活多样的内容形式和多维度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无缝结

合，实现思政教育的润物细无声，达到激发同学们爱国

爱党爱人民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增强政治认同、

理论认同和感情认同。

1 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

在药物分析与检验技术的教学过程中，可通过引入

药物发展史与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与学科

相关的热点新闻、哲学原理与评判思维、核心价值观与

伦理法律、平等尊重与学术诚信、药害事件、安全意识

与操作规范、药物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创新思维与岗位

胜任等在蕴含思政元素方面的案例，与生产实践、生活

健康、临床用药、科学前沿相结合，适时、适度、多路径、

贯穿始终地隐性融入课程的教与学中。潜移默化的实现

对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法制意识、科学精神、职业素养

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

药物分析与技术课程同时可以依托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的模式，通过传递知识实现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

把思政做在日常、做到个人，突出综合素养和专业课程

教学的育人导向，使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同频共振。

在课程思政设计上，从理论教学角度、实践教学角度、

考核评价角度三维融合进行课程思政设计，开展教学，

促进学有所思，学有所感，学有所悟。

图 1    药物分析与检验技术思政教育多维度实施路径

通过对课程中具体知识技能的思政素材融入，使学

生有获得感的同时也激发起内心的情感认同，可以实现

如下思政目标：①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

感；②树立良好的职业素质，依法检验、质量第一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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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识，培养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养成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工作作风；③培养团协作能力和创

新、创业意识。使学生具务较强自学能力，开拓进取创

新能力，自我管理能力；④能坚守药品检验工作岗位求

真务实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具备药学专业学生的科学

精神和职业素养。

2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药物分析与检验技术的思政资源来源于政治理论分

享、重大新闻报道、经典案例分析、行业榜样彰显、实

地参观学习五大方面，结合教材、药典和课程平台提供

的教学资源，采用开门见山、案例分析、专题嵌入、隐

性渗透、身临其境（社会实践）、演绎推理的方式，将

思政内容穿插融合进每章节的知识点，力求专业眼光看

思政，思政内容专业化。

依托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平台，通过传递知识实

现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把思政做在日常、做到个人，

突出综合素养和专业课程教学的育人导向，使知识传授

与价值观教育同频共振。在课程思政设计上，从理论教

学角度、实践教学角度、考核评价角度三维融合进行课

程思政设计，开展教学，促进学有所思，学有所感，学

有所悟。在价值塑造的同时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觉悟、道德层次、思想素质、职

业素养，培养具有崇高理想、高尚道德、博爱情怀、精

湛技能的新时代药学人才。

图 2    药物分析与检验技术课程思政融入方法

在具体的教学项目和任务实践过程中，充分将“政

策解读”、“药害事件反思”、“榜样力量”等思政素

材合理的运用其中，如在“物理常数测定”任务中，引

入“齐二药事件-化验员篡改相对密度检测数据与结果”

的事例，引导学生明确作为药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

要有使命感、责任感，不应该做见利忘义的事情；在“药

物鉴别试验”中，“引入甲氨喋呤事件 - 注射用甲氨喋

呤中混入长春新碱，导致百名白血病儿童下肢瘫痪”的

案例，和“从神农尝百草到现代色谱联用技术的应用”

技术发展事例，教育学生培养细心严谨的工作态度，用

火眼金睛辨真伪，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民族自尊心、

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同时提高法制意

识；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物的分析”任务中，引入“中

国屠呦呦诺贝尔奖 - 创制抗疟药物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的杰出贡献”事例，引导学习我国科学家的团队协作精

神、创新思维能力、献身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同

时增强学生对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喜爱和敬仰之情，等等。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建立线上线下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教师将典型案例、阅

读材料等资源以文档、视频、音频、动画等多种方式上

传呈现给学生。学生课前通过网络平台阅读相关资料，

完成资料收集、小组讨论、观点汇总等预习工作。课上

通过头脑风暴、案例研讨会、辩论赛、角色扮演等活动

活跃课堂气氛，引导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利用思

政元素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的兴趣，增强对专业、职业的

认同感，反向推动专业课教学。

在课程的考核评价方面，课程思政学习的效果评价

是需要不断思考的课题，它应该是潜移默化和长期积累

的，不宜进行短期量化，但至少确定的是应从多个角度

进行评价，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是学生综合评

价，包括自我接受、情感共鸣、激发的学习内驱力，外

化的成绩和综合素质的提升；第二是同行评价，包括思

政内容与专业契合度、植入方法和途径的有效性、思政

目标与课程目标的完成度；第三是用人单位或社会评

价，包括精神文明的塑造、创新思维和职业素养的提升、

工匠精神的展现。

3 思考与展望

课程思政对学生的培养和提高，短期可能不会立竿

见影，但对学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对于课程思政

的教育效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评价方法。对课堂教学

效果可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同行评价、学生评价层

面设计评价机制。重点评价对学生发展的效果，应关注

形成评价、定性评价、发展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等。

并根据评价的结果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式和教学

设计。

在课程思政教学不断的改革和实施过程中，还需要

进一步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从源头、目标和过程上

强化融入德育教育理念，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教学计

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学评价等主要教学环节，

增强课程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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