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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探究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原

则与路径。方法：以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以及原则为依据，从课程层面对临床药物

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展开论述。结果：按照理论阐释、问题发掘、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对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与路径进行探索。结论：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的建设

需要教师充分发掘出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运用课堂教学发挥教师的教书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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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inciples and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Clinical Pharmac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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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 the principles and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the subject of Clinical Pharmacotherapy. Methods: Based on the problem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the subject of Clinical Pharmacotherapy from the aspect of courses was discussed. Results: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the subject of Clinical Pharmacotherapy was explo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all ideas of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problem discovery and problem solving.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the subject of Clinical Pharmacotherapy requires teachers 
to fully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respects and use classroom teaching to 
play their roles in teaching and educating students.
Keywords:   Clinical Pharmacotherapy;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al concept;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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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

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此

后，教育部也发文指出：大力推动“课程思政”的

教学改革，梳理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及

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实现思政教育与知识体系教

育的有机统一[2]。随着党中央、教育部对“课程思

政”工作的日益重视，本文主要以高职药学专业核

心课程——《临床药物治疗学》为例，探究“课程

思政”建设的原则与路径，使“课程育人”真正落

到实处。

1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必
要性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主要介绍药物治疗的共

性规律，以及各种常见疾病的药物治疗的理论与实

践[3]，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医药融合的复

合型高级医院药学人才，贴近工作岗位实际，要求

学生除了掌握对应的知识、技能目标以外，还应具

备医务工作者应有的职业素养和道德。

因此，将人文素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课堂教学全过程，深入挖掘、 总结、提炼该课

程“思政元素”，探究出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

思政”建设的原则和路径就显得极具现实意义和

必要性。

2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现
状及问题分析

2018年，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药学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正式将《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设置为专业

核心课程；同年，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药学系药理教

研室正式组建了《临床药物治疗学》教学团队，开

始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与路径探究工作。这

一时期，课程教学团队不断观察研究教学现状，并

对问题加以分析，提出改进方案，提升思政育人保

障，构建起体系完整、运转有效的“思政育人”

模式。

2.1  “课程思政”认识的局限性

专业课教师往往容易对“课程思政”和“思

政课程”混淆不清，将二者讲授内容划等号，更不

用说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贯彻和落实“课程思政”

教学理念。  

因此，在实施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

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授课教师加强自身对临床药物

治疗学“课程思政”内容的理解与学习，在此基础

上潜移默化地将做人做事品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民族复兴梦想融入到课程的讲解中，对学生进

行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2.2   课程内容与思政内容结合较少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设计与课堂讲解过程

中，思政元素的融入并未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大

部分教师都是先讲专业知识，之后再将思政内容独

立出来讲解，表现出来就是课堂教学分成了专业知

识讲解和思政教育两个部分。

因此，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团队需要深入挖

掘课程当中的思政元素，通过团队交流和分享，搭

建“课程思政”模型，以实现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

融入到课程内容的讲解中。

2.3   教学手段需改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生获取资源和

信息的途径已经扩展到移动互联网。部分教师在

落实“课程思政”理念的过程中，却不愿使用移

动互联网资源，抗拒信息化教学手段，难以做到

与时俱进。

因此，教学团队在临床药物治疗学课堂教学

过程中，需要选取与专业知识相关的思政元素案

例，让学生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提前预习和收集资

料，提升学生对课堂的兴趣，以保证“课程思政”

理念的落实。

2.4   课程建设合力欠缺

中央16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高

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4]。但在专业课

实施“课程思政”过程中，思政课却很难发挥引领

效应，指导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有效融合。

因此，与思政课之间的交流是临床药物治

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途径。为有效开展

“课程思政”，需要逐步解决专业课与思政课脱

钩的问题，充分发掘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形成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之

间的建设合力。

3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
3.1   德育为先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到要将立德树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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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就表明“课程思政”的核心

是“立德树人”，要将德育设置为临床药物治疗学

“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原则。提升德育教育在临

床药物治疗学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对学生的

个人品行及其行为产生导向性作用[5]，培养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医院药学人才。

3.2   以人为本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中的核心

是立德树人教育，其本质在于育人。人是德育的中

心，体现的是以人为本[6]；而以人为本，就是以学

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

3.3   有机融入

各门课程都应该发挥其育人功能，不能单靠

思政课程来完成立德树人教育目标；临床药物治疗

学作为药学专业核心课程，应该贯彻“课程思政”

理念，促进专业理论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有

机融合，实现与思政课程的合力育人[7]。

3.4   特色发展

不同专业课程教育目标是不同的，临床药物

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应该根据课程教育目标来

开展，以课程教学团队为单位，围绕“课程思政”

建设的主体，形成“一课程一特色”，规划和制定

出适合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4  探索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的路径
4.1   课程设置

结合药学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和临

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课程设置

新思路是以“三教（教师、教材、教法）”改革政

策为导向，调研结果为依据，基于药师初入医疗机

构，进行岗前、门诊、住院、居家和互联网岗位轮

转的工作过程实际来设计本门课程，将医疗机构药

学服务工作流程贯穿于整个药物治疗学课程教学

中，课程设置从岗前培训开始，以门诊药学服务、

住院药学服务、居家药学服务和互联网药学服务

四大药学服务岗位职业技能为培养目标，将典型疾

病药物治疗案例植入药学服务四大岗位中，并转化

为适合学习内容，同时依托职教云平台、多功能教

室、腾讯会议、腾讯课堂和互联网+药学服务教学

平台，开展本课程教学内容。

最 终 选 取 “ 信 息 搜 集 与 评 价 ” “ 明 确 诊

断”“确定治疗目标”“拟定治疗方案与药学监护

计划”“药物治疗实施与药学监护”和“治疗方案

的评估与优化”对接医疗机构药师岗前培训，将

“感冒疾病健康教育”“处方审核”“方案调整”

和“发药交代”植入到医疗机构门诊药师岗位工

作流程中；将“高血压疾病健康教育”“药学查

房”“药学监护”和“药学会诊”植入到医疗机构

住院药师岗位工作流程中；将“糖尿病疾病健康教

育”“用药评估”“药物重整”和“清理家庭药

箱”植入到居家药师岗位工作流程中；将“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健康教育”“药物治疗咨询”“吸入疗

法随访指导”和“分析评估”植入到医疗机构互联

网药师岗位工作流程中，最终将本课程分为5个教

学项目以及22个岗位任务，以适应新时代背景下医

疗机构对高素质药学服务人才的巨大需求。

4.2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模型建构

在新时代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将药学

专业学生培养为有温度、有情怀、有能力、有追求

的医院药学工作者，这需要充分运用课程资源，结

合课程特色，创建出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

模型（见图1）。

图 1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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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

要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让学生在已有价

值观的基础上建构起新时代所提倡的符合国家发展

需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以患者为中

心，树立服务意识，养成学生“爱岗爱国，关爱患

者，药者仁心”的职业素养。

4.2.2   树立“三药”职业特质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

要结合专业课程特点， 融“药德”于药物治疗学

课程，奠定厚德根基；融“药规”于药物治疗学课

程，把控操守方向；融“药技”于药物治疗学课

程，培养理论技能兼备的高素质药学服务人才，将

“三药”职业特质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

培养遵守药学职业道德、熟悉药事法规及标准和掌

握药学技能的三药融合的应用型人才[8-10]。

4.2.3   构建“五维”能力模型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

要明确临床药物治疗学的思政教学目标，深入挖掘

教学内容中思政教育点，收集思政教育案例，积累

思政教育素材[11-13]，从“爱国情怀、人文关怀、合

理用药、劳动教育、志愿服务”五个方面，构建学

生“五维”能力模型。

4.3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在课程设置和“课程思政”模型建构完成后，

还需要以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团队为单位，将课程

标准和“课程思政”模型落实到每个章节的教学设

计中，贯穿于学生教育和培养的所有环节，从课程

整体层面构建课程思政框架，由点到面深挖临床药

物治疗学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内涵，细化到每个章

节的课程思政要点，力求实现“全方位、多渠道、

综合性”的立德树人教育模式，最终形成“大思

政”格局。各章节思政要点及设计意图见表1。

表 1   各章节思政要点及设计意图

教学项目 思政元素融入点 设计意图

项目一：岗前培训 任务一 讲授收集患者信息，加入部分思政元

素，例如职业道德，文明礼仪

加强学生职业认同感，树立“三

药”职业特质

任务二 讲授误诊的危害，加入部分思政元素，

例如规范治疗，苦练技能

提升学生规范化药学服务的意识，

树立“三药”职业特质

任务三 讲授患者生存质量，加入部分思政元

素，例如发展民生，医药保障

加强学生国家认同感，树立“三

药”职业特质

任务四 讲授患者依从性，加入部分思政元素，

例如关爱患者，志愿服务

让学生理解药师职业素养的内涵，

树立“三药”职业特质

任务五 讲授用药指导，加入部分思政元素，例

如人文关怀，文明用语

培养学生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

意识，树立“三药”职业特质

任务六 讲授药品不良反应，加入部分思政元

素，例如合理用药，防止滥用

加强学生对药品的正确认识，树立

“三药”职业特质

项目二：门诊药学服务 任务一 讲授感冒预防，加入部分思政元素，例
如健康中国，强健体魄

增强学生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认同
感，潜移默化给学生传递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任务二 讲授感冒药分类，加入部分思政元素，

例如国药防病，扬名海外

加强学生对传统国药防病治病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

任务三 讲授感冒药成分，加入部分思政元素，

例如新药研发，科技兴国

提升学生对国家科技发展的认识

任务四 讲授药品信息，加入部分思政元素，例

如人工智能，便利生活

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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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教学项目 思政元素融入点 设计意图

项目三：住院药学服务 任务一 讲授高血压流行病学，加入部分思政元

素，例如疾病预防，健康饮食

加强学生对健康饮食习惯的认识

任务二 讲授降压药分类，加入部分思政元素，

例如地奥心血康，扬名海内外

引入案例，弘扬国医国药，潜移默

化给学生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务三 讲授血压计自行血压监测，加入部分思

政元素，例如智能设备，中国制造

提升学生对中国制造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潜移默化给学生传递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任务四 讲授药品剂型，加入部分思政元素，例

如剂型创新，创造思维

为学生展示药品研发发展新方向

项目四：居家药学服务 任务一 讲授糖尿病流行病学，加入部分思政元

素，例如疾病预防，健康饮食

加强学生对健康饮食习惯的认识

任务二 讲授血糖仪自行血糖监测，加入部分思

政元素，例如智能设备，中国制造

提升学生对中国制造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

任务三 讲授降糖药分类，加入部分思政元素，

例如胰岛素结晶，诺奖的遗珠

引入案例，弘扬国家生物医药对世

界的贡献

任务四 讲授药箱整理，加入部分思政元素，例

如杜绝浪费，节约药品

培养学生生活节约意识，提倡节约

光荣的传统美德

项目五：互联网药学服务 前导 讲授优秀基层药学人在抗疫一线开展 

“互联网+”药学服务，加入部分思政

元素，例如战疫精神，中国精神

提升学生对抗疫升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伟大中国精神的认同

任务一 讲授优秀药学人在抗疫期间为慢阻肺患

者提供的远程健康慰问，加入部分思政

元素，例如关爱患者，药者仁心

培养学生关爱患者，药者仁心的职

业素养，潜移默化给学生传递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务二 讲授不合理用药案例所引发的药源性疾

病,以及引起的卫生服务可及性、公平性

危机，加入部分思政元素，例如药品安

全，人人有责

加强学生对合理用药重要性的认识

任务三 讲授如何处理用完的吸入剂装置，加入

部分思政元素，例如绿水青山，金山银

山

培养学生对医疗/生活垃圾分类意识

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心，潜移默

化给学生传递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

任务四 布置课后拓展任务，运用为社区养老中

心为慢阻肺患者提供“互联网+”远程

健康讲座志愿服务，加入部分思政元

素，例如志愿服务，劳动教育

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和劳动意识，潜

移默化给学生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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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课程思政”是一种适应时代发展而提出的全

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14-15]，无论“专业课程”

还是“思政课程”都应该同向同行、与时俱进，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本文在厘清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

设思路的基础上，持续改进、创新，最终探索出临

床药物治疗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与路径，将

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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