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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如何对《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课程进行教学创新与实践。文章首先

分析了该课程在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难点，如教学目标模糊、思政资源匮乏、内容浅显、信息技术应用不

足等。针对这些难点，课程团队进行了教学改革，包括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丰富思政资源并拓展教

学案例，深化思政内容并拓宽知识视野，应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以及构建形成性评价体系。通过

这些改革措施，课程思政教学实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发展，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的智能

医疗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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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innovate and practice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Principles of Biomaterials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068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0681
https://www.hanspub.org/


许利剑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10681 69 创新教育研究 
 

Preparation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
lum.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exis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such as vague teaching objectives,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shallow 
content, and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response to these difficulties, the 
course team has carried out teaching reforms,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enri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expanding teaching cases, 
deep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and broadening knowledge horizons, appl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structing a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these reform measur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has achieved more com-
prehensive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intelligent medical tal-
ents with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cientif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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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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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 6 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上海

调研片会暨高校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标志着课程思政已成为当前新一轮高校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这

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课程思政的内涵在于将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其目标不仅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 

2. 《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存在的思政教学难点 

《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主要面向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智能医疗方向)三年级的学生。课程主要介绍

了不同种类生物医学材料的性能制备方法和应用等相关内容结合国内外生物医学材料的研究进展，相关

内容从不同角度系统全面的介绍了各类生物医学材料的性能应用领域及基本制备等方法等。培养学生运

用科学思维独立思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研究创新能力，培养具有开拓创新、跨界工程整合能

力智能医疗人才。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以下难点。 

2.1. 教学目标模糊，缺少思政明确性 

在传统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在设计课程教学目标时可能存在模糊不清、过于笼统的情况，缺乏具体

可操作性的指导，导致学生无法清晰地理解应该达到的学习成果[2] [3]。缺乏思政明确性可能在学生中培

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表现不足。教学目标中缺少明确的思政因素，没有充分融

入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缺少思政明确性使得教学活动难以引导学生对课程背后的社会价值观进行深入

思考，无法帮助学生在相关领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4]。教学目标和思政目标之间缺乏统一性，导致课程

教学中思政内容无从展开或脱离实际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思政目标的脱节可能导致学生对于思政内容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无法准确领会课程中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5] [6]。教学目标缺乏多层次、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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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展示，难以全面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技能、思维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缺少多样化的教学目标导致

思政明确性不足，无法促使学生在不同领域中综合发展和全面提升。教学目标过于普遍化，缺乏个性化

的要求，无法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行有效引导。缺乏思政明确性可能使得教学目标与学生的个

体发展和特长存在脱节，影响学生成长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2.2. 思政资源匮乏，教学案例不足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偏向科学与工程技术，可能使得学科内其他领域的思政资源较为匮乏。在交叉学

科领域，引入与思政相关的资源和案例往往需要跨越学科边界，如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这增加了思

政资源缺乏和案例不足的难度。同时，对于跨学科或思政领域的资源获取可能相对困难。思政资源的获

取渠道狭窄、没有明确的获取途径和机制，导致教师和课程负责人在思政资源挖掘和利用方面受限，教

学案例的不足。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对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而忽略了思想道德素养等方面的培养。缺乏对思政资源的积极挖掘和利用，导致教

学案例的不足，影响到教学中思政内容的深入展开。 

2.3. 思政内容浅显，广度和深度不够 

现有教学资源可能更多地关注生物材料制备工艺的原理和技术，而忽视了思政教育的素材。这导

致教师在授课时缺乏足够的思政教育资源和案例来丰富教学内容。教师在课程设计时可能过于侧重专

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思政教育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教学计划中思政内容的安排可能仅仅是作为补

充，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时间。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主要侧重于专业知识考核，而忽视了对学生思

政素养的评估，这可能会降低教师和学生对思政内容深入探讨的动力。有限的课时可能迫使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不得不权衡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分配，这可能导致思政内容的教学时间不足，难以达到广

度和深度。 

2.4. 信息技术应用少，教学手段单一 

部分教师可能缺乏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能力和经验，对于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方式和

效果了解不足，导致在教学中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一些教师可能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模

式，对于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的创新和应用持保留态度，未能及时跟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最新发展和应

用，从而造成信息技术应用少和教学手段单一。教学中缺乏丰富多样的信息技术教学资源，包括数字化

教学资料、虚拟实验平台、在线学习系统等，使得教师无法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中，从而导致信息技

术应用少和教学手段单一。 

2.5. 反馈评价欠缺，学生评价不明 

教师对于学生的评价方式可能单一，仅以传统的考试成绩评定学生的学习情况，忽略了课程中的其

他学习过程和能力表现。单一的评价方式可能会削弱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动机和主动性。学生未能充分

参与课程反馈评价的过程，缺乏对教学的主动反馈意见和建议。缺乏学生的明确反馈会使得教师难以了

解学生对于课程的真实感受和需求，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进。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可能没有建立有

效的反馈机制，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掌握教学效果。缺乏及时的反馈可能会导致教师无法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

互动和参与，导致教师无法真实感知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对课程的理解深度。学生参与度低会造成反馈评

价的缺失，不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可能未能给予学生个性化的反馈指导，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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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状况和表现没有进行细致的评价和指导。缺乏个性化反馈会使学生无法明确自身的学习情况，

也无法了解如何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 

3. 《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情况 

针对课程思政教学中的难点，课程团队进行了教学改革。首先，明确教学目标，将社会责任感和科

学素养融入每个教学细节，设计多元教学活动如真实案例分析、实验操作、社会热点讨论等，以促进学

生对应用领域和科学发展潜力的理解，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解决教学目标模糊、缺少思政明

确性的问题。其次，通过丰富思政资源，拓展教学案例，构建特色鲜明的教学资源库，并将思政教育延

展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分享与课程相关的生物医疗案例和行业发展信息，借助线上平台促进师生互

动与沟通，解决思政资源匮乏、教学案例不足的困境。在深化思政内容方面，将课程内容分为多个模块，

设计思政目标明确的案例，通过生动案例呈现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鼓励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和实现个

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的统一，解决了思政内容短浅、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此外，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

学方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案例驱动教学等方式，结合思政元素，实现教学多元化和深入化，

解决信息技术应用不足、教学手段单一的难题。最后，构建形成性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学习态度、责任

担当、乐于奉献等纳入考核范围，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综合表现进行全面评价，从而解决课程思政考评

体系不足的问题，更有效地体现了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通过这些改革措施，课程思政教学实现了更加

全面、深入的发展，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的智能医疗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教改思路

及实施内容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cont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图 1. 课程思政教改思路及实施内容 

3.1. 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课程团队首先明确制定教学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素养，并将此目标融入教学的

每一个细节。结合目标特点，设计多元教学活动，如真实案例分析、实验操作、社会热点讨论等，确保每

个活动有效促进学生对应用领域和发展潜力的理解，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解决了教学目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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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缺少思政明确性的痛点。 

3.2. 丰富思政资源，拓展教学案例 

构建了具有思政元素特色的教学资源库，包括了以基础知识为主干，培养学生求实的教学视频资源

库，以巩固知识点为目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的习题作业库，以交叉学科视域，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拓展资源库，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导向，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案例资源库，如图 3 所

示。借助线上资源，将思政教育扩展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通过学习强国、医学科研服务平台，医学教

育 APP 等线上平台，分享与课程紧密相关的生物医疗案例、新兴研究趋势、领域内的突破性进展等信息。

通过课程团队自主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摩电传感，超星学习通，微信、QQ 等传播课程思政理念，促进

师生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如图 2 所示。将思政教育延展到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之中，帮助学生将思政教

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解决了思政资源匮乏，教学案例不足的痛点。 
 

 
Figure 2. Classroom cases and presentation of course team research results 
图 2. 课堂案例及课程团队研究成果展示 

3.3. 深化思政内容，拓宽知识视野 

将课程分为四大模块基础概念与材料类别，特殊应用材料，先进制备技术和纳米技术与药物输送并

对应十一个主题，根据知识点主要内容选取课程案例，设定思政目标，通过讲解生物材料制备工艺的发

展历程，展示我国在生物材料领域的智慧和创新，激励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坚定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

通过探索生物材料技术与人文、社会、自然之间的互通关系，强调正确使用新技术对于遵纪守法、肩负

社会责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鼓励每位学生为生物材料科技的发展贡献力量，实现个人梦想和

中国梦的统一。通过生动案例、深入思政化的方式呈现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构建系统化的思政教学

内容，解决了思政内容浅显，广度和深度不够的痛点。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0681


许利剑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10681 73 创新教育研究 
 

Table 1.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in the curriculum 
表 1.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改革 

四大模块 模块主要内容 课程思政案例 课程思政目标 

基础概念与 
材料类别 

构建生命桥梁–生物

材料的起点与使命 
科幻片–《未来超

级纳米材料》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理解我国基本国情，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

和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认识到生物医学材料学科的社会影

响和价值，以及个人作用于国家发展中的责任感。传承和提

倡中国文化和工匠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专业技能，

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打好基础。 

钢韧之选–生物医学

陶瓷在补天之路 

视频–《用陶瓷材

料造人骨，还能自

然生长》 

鼓励学生关注和参与医学科技的创新，理解和领会科技进步

给社会发展和人类健康带来的益处，引导学生认识到科研工

作中的伦理责任，激励学生认识到科学技术服务社会，改善

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玻璃的活力–生命与

光的交织 
视频《一块玻璃的

万年之旅》 

通过学习玻璃在历史上的演变和现代科技中的应用，激发学

生探索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他们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能

力，结合科技专业知识和人文社科视角，培养学生全面发

展，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 

坚固的共舞–金属的

生物医疗旅程 
超强液态金属人工

肌肉 

促进学生意识到科研工作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不同学

科之间共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认识

到科研活动与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促使其在从事科

研工作时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链的诺言–高分子材

料与未来生命图景 
人工血管带来的 

启示 

国内医疗耗材大量依赖进口的情况，唤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紧迫感，激励他们为了国家的医疗安全和健康事业投身科

学研究和产业自主化。通过探讨人工血管的研发瓶颈与突破

方案，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鼓励他

们在学习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自然的恩赐–从大自

然中提取生命素材 
口服胶原蛋白 

是不是智商税？ 

通过案例，展示自然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和自主创新的重要

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实践。培养学生正确认识自然资

源的价值，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热情。 

特殊应用材料 

新生的黎明–组织重

生的科学奇迹 
自体皮肤细胞再生

治疗重度烧伤 

该案例关注患者的痛苦与需求，展现医疗科技发展对人类福

祉的贡献，培养学生的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情怀。通过学习

组织工程对重度烧伤治疗的影响，使学生意识到作为未来科

研工作者，其研究工作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承担的职业素养。 

变脸的艺术–表面改

性塑造生物相容之门 
表面改性在人工 
关节中的应用 

激发学生通过技术创新解决老年人群体健康问题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并鼓励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贡献力量。通过

不断的技术革新解决老年群体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不仅提高

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

体现。 

先进制备技术 

生命拓印–仿生之路

引领医学革命 
仿生珍珠层的研发

与应用 

培养学生对生物矿化及仿生学原理的深入理解，增强在生物

医学材料领域的综合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倡导和实践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推广生态友好型科技创

新，构建美丽中国。 

立体的创想–3D 打

印带来定制的奇迹 
打印高性能的生物

可降解骨骼支架 

明晰自主创新在科技发展和国家进步中的驱动作用，树立科

技强国的意识。深入理解职业素养在科研实践中的重要性，

培养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解决问题能力。 

纳米技术与药

物输送 

微观世界的大能量–

纳米药物与医学前沿

探索 

靶向抗癌纳米药物

载体的开发 

激励学生通过案例学习，提出创新性方案，培养问题解决能

力。理解跨学科知识的重要性，为解决复杂的医疗问题提供

科学方法。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认识到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维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他们促进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

主动性，使学生意识到科技发展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并引

导他们具备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科技成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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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应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 

课程采用融合思政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通过“预习翻转–案例驱动–情景模拟–思政融合”

为主线创新教学方法，课前发布任务单，上课提前 10 分钟发布课前预习测试，课上采用案例教学和启发

式教学模式，针对学生错误较多的地方具体讲解。加强学生参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了教学

的多元化和深入化，同时实现了思政与专业知识的融合，使学生在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教学环境中得到成

长。具体实现如图 3 所示。解决了信息技术应用少，教学手段单一的痛点。 
 

 
Figure 3.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图 3. 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3.5. 对应课程目标，构建形成性评价体系 

《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是一门实践性和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

践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课程团队采用了多元化的形成性评价方式，以全面评估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进步。如图 4 所示。通过多元化的形成性评价方式，不仅能够全面评估学生的学

习成果，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学习态度。同时，这些评价

方式也促进了教学相长，让教学团队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和发展。 
 

 
Figure 4. Content of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图 4. 课程考核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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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本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课程团队深刻体会到“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生物材料制备工艺原理》课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更能培养其

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激发爱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我们将继续探索

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路径，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具体而言，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思政资源和拓展教

学案例， 开发更多具有思政元素的案例，并积极引入交叉学科领域的思政资源，如伦理学、社会学等，

以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深度。深化思政内容，拓宽知识视野，将思政教育融入更多课程模块，并

结合生物材料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培养其思辨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积极应用信息技术，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并结合

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完善评价体系，强化思政考核， 将
学生的思政素养纳入课程考核范围，并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综合表现，

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课程思政教学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的智能医疗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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