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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课程思政案例以《医学免疫学》第 7 版中第 3 章“抗原”章节为依托，通

过讲述我国从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到新冠疫苗自主研发的历程，展现科技自立自

强与民族自信心的培育，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课堂教学中，结合

抗原的基本概念与疫苗实际应用，引导学生认识科学精神与国家发展的紧密关联，

培养专业认知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本案例探索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自然

融合路径，注重情感渗透、价值引领和思维启迪，力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育人目标，为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有益实

践范例。 

一、课程基本信息 

《医学免疫学》是一门面向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专业大二上学期学生开设的专

业必修综合课程，课程学分为 3.5 分。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1. 设计思路 

《医学免疫学》是医学专业学生掌握生命科学基础与疾病防治原理的重要课程，

也是培养医学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平台。在“抗原”章节教学中，本设计立足

“三全育人”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致力于实现以下多重融合目标： 

（1）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融合 

通过专业知识讲授，引导学生认识科技进步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 



 

（2）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融合 

通过真实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增强公共卫生意

识和社会担当。 

（3）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 

采用故事引入、问题探讨、小结升华等方式，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实现思政内容

与专业内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通过系统设计，使学生不仅掌握免疫学基础知识，更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价值

观，提升综合素养和使命感。 

2. 具体实施方案 

（1）故事导入：科技自立的历史叙事 

以我国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的研发历程、乙肝疫苗的技术依赖到新冠疫苗自主

创新为切入点，讲述从技术受制到自主引领的转变。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培养国家

意识和科技自信。 

（2）问题引导：激发批判性与探究思维 

设计引导性问题，如“疫苗为何能保护我们？本质是什么？”。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形成从现实问题到科学概念的认知链条，激励科学探究精神。 

（3）知识讲解：专业内容与价值引领同步推进 

在讲解抗原基本概念、特性和分类的过程中，融入生物安全、精准防控、健康中

国等国家战略背景，帮助学生认识到专业知识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4）案例分析：联系实际，深化认知 

结合当前疫苗研发、防控传染病、肿瘤免疫治疗等临床案例，分析科学创新对人

民生命健康的影响，培养医学使命感。 

（5）小结升华：情感共鸣与价值内化 

每个知识单元结束时，通过回顾科技发展故事或引用医学家名言，强化学生对科

学精神、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的认同与内化。 

三、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本教学设计，力争实现以下目标： 

知识方面：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抗原的概念、特性、分类及应用。 

能力方面：学生具备基本的科学思维、问题探究、批判分析和团队协作能力。 



 

素质方面：学生能够理解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科

技自信心。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坚定投身医学事业、服务人民健康的使命感与

社会责任感。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准备 

（1）教学内容准备 

a. 精读《医学免疫学》第 7 版抗原章节，梳理抗原定义、特性、分类及其应用知

识点。 

b. 收集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乙肝病毒疫苗、新冠疫苗研发等相关真实案例资

料，确保数据权威、情感真实。 

c. 制作故事引入 PPT，包含时间轴、历史照片、疫苗接种场景图等辅助材料。 

（2）教学设计准备 

a. 制定详细的课堂教学流程，将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同步分段嵌入，做到有机

融合。 

b. 设计引导性问题与小组讨论题目，预设学生可能的思考方向和答题范围。 

c. 准备课堂小测题目，包括专业知识掌握题与思政理解题，便于课后评估学习

效果。 

（3） 学习资源准备 

a. 提前向学生推荐相关材料，如脊髓灰质炎防控历史简介、疫苗基础知识短文，

引导学生预习。 

b. 发布讨论话题预告，例如：“疫苗的发展历程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意义？” 

2. 教学实施 

（1）导入阶段（约 8 分钟） 

故事引入：讲述我国疫苗研发从艰难摸索到依赖进口再到完全自主研发疫苗的

历程（糖丸疫苗→乙肝疫苗→新冠疫苗）。 



 

 

情感激发：突出顾方舟院士自食糖丸、无数科研人员夜以继日攻关的感人事迹。 

引导提问：抛出问题“疫苗不是病原体，为什么能防病？”引发学生思考。 

（2）概念讲授阶段（约 30 分钟） 

知识讲解：讲解抗原的定义、基本特性、分类与临床应用。配合案例（如疫苗设

计、过敏原检测）具体说明抗原的实际意义。 

 

思政融入：在解释抗原免疫原性时，强调科学家对精准识别、精准防控的追求，

类比国家治理智慧。在分类讲解中，结合国家布局不同的疫苗技术生产路线，提到人

工抗原合成技术和疫苗接种方式对疾病预防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 



 

 

（3）互动探究阶段（约 5 分钟） 

a. 小组讨论： 

主题：“如果你是一名未来的医学工作者，在面对突发疫情时，你能做什么？”每

组讨论 3 分钟，代表发言 1-2 分钟，教师点评总结。 

b. 价值引导： 

强调医学人的使命感，鼓励学生将专业学习与社会贡献紧密结合。 

（4） 小结升华阶段（约 2 分钟） 

c. 知识回顾： 

总结抗原核心概念与应用要点。 

 



 

d. 情感升华： 

强调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脊梁，医学事业是守护人民健康的重要力量。告诉学

生从糖丸疫苗到新冠疫苗的飞跃，不只是科技进步的故事，也是民族独立自主的象征。

掌握免疫学基础知识，未来也许就是你们为国家健康保驾护航的一部分。鼓励学生立

志成为既有专业素养又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医学人才。 

3. 教学评估 

（1）知识掌握评价 

课后进行短测验，内容包括：抗原概念与特性选择题、案例分析小题（如分析疫

苗如何基于抗原设计），并将题型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种类型，通过答题卡形式

检验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2）思政育人成效评价 

通过课堂观察、小组讨论表现、学生学习感悟（如课堂后心得小作文）综合评估

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科技自信心、社会责任意识、科学探索精神。 

（3）综合素养评价 

关注学生在小组交流中的合作精神、问题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教师根据学生表

现给予个性化指导与鼓励，促进综合素质提升。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综合多次实际教学效果表明，本次课程的思政案例结合专业知识讲解可以有

效激发学生对“抗原”的学习兴趣，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以及对老一辈

科学家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精神的敬仰和追寻。随堂测验环节同学们的平均分高

达 95 分就是对知识掌握最好的证明。 

在取得明显教学效果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案例实施过程中存在两点值得改进

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大部分同学初次接触到免疫学的专业知识，基础薄弱，不宜

过多的涉及疫苗相关的知识点。应该以疫苗作切入点，让学生们初步掌握抗原的

基础知识，而对于抗原的应用应放在后面的免疫防治章节再来进行回顾；第二点

就是在案例实施过程中，应该利用 AI 工具进行教学场景的赋能，比方说利用 AI

模拟从抗原到疫苗的研发历程，模拟抗原特异性激活免疫应答的场景，这样可以

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难点的理解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