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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汪小又  郭婷  程丹  罗红丽  廖国建* 
西南大学药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是药学、农学、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相关学科的基础核心课程，也是当今

世界发展最为迅猛、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高校为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应将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建设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将我国科学家的突出科学贡献、教材知识点以

及相应的思政内容有机整合，实现巩固知识、强化专业教学，加强思政教育，达到“立德树人”的培养

目标。本文介绍了以我国科学家的案例进行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和实践，将典型案

例融入到教材知识点中有利于课程思政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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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WANG Xiao-You  GUO Ting  CHENG Dan  LUO Hong-Li  LIAO Guo-Jian* 

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is a fundamental core course for various disciplines concerning 
life sciences, including Pharmacy, Agriculture, Biology, etc., with booming development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human life all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fundamental task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course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field for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and achievements of 
relative scientists in our country, bo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could 
be consolidated. Here we report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cours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cientists in this field. The integration of representative cases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cientists into theoretical knowledge could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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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作为药学、农学、生物学

等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之一，覆盖学

生面广，相关基础研究日新月异，具有重要且广泛

的应用价值，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

方面均肩负着重要使命[1]。我国科学家在微生物学

科的发展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

们的事例是重要的思政素材。整理归纳我国优秀科

学家的案例并与课程知识点有机整合，在教育中能

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

修养，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2]。 

1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内
容选择 

根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在课

程思政建设中，应该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不断树立

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落实到“微生物学与免疫

学”课程的思政建设中，则可以从我国科学家为社

会主义发展做贡献的实际事例着手，培养学生的爱

国精神、敬业精神、时代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激

励学生勇于奋斗，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

族的事业中，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

是基础研究方面，还是社会服务方面，均存在大量

极具思政教育意义的杰出代表和典型事例。例如老

一辈科学家汤飞凡教授等胸怀家国、心系人民的情

怀，新一辈科学家邵峰教授等勇攀高峰、领跑世界

的精神，这些人物和事例既富有专业知识教育意

义，更是极具价值的思政材料，为微生物学与免疫

学课程的思政教育提供了良好素材。搜集、整理相

关材料，形成思政建设案例库，并与每个章节中相

关知识点的教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能够将思政教

育更好地渗透到专业知识教育体系中。 

1.1  胸怀家国、勇于奉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事例 

学科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家们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

和社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不少微生物学

与免疫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

先，在自己的岗位上见危授命、攻坚克难、舍己为

人，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的培养过

程中，结合相关知识背景和人物事例，可以较好地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例如在绪论中，结合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发展

史，介绍“衣原体之父”汤飞凡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

不畏艰辛的勇气和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3]。汤飞凡

教授在研究沙眼病原体时，严格按照科赫法则的要

求进行健康宿主感染试验，并从自己做起，冒着失

明的风险两次“以身试菌”，证实了所分离病原体的

致病性。这是在全世界首次发现引起沙眼的病原 

体——沙眼衣原体。同时还介绍汤飞凡教授的爱国

情怀和民族责任。1929 年汤飞凡教授听从祖国召

唤，放弃在哈佛的研究工作，回国参与建设医学教

育事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抗日，加入中央防

疫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祖国生产抗战急需的

青霉素、血清等；1949 年，汤飞凡教授拒绝了赴美

工作的邀请，坚持作为炎黄子孙不愿背离祖国、要

为祖国服务的理想，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难得的机

会，投身祖国的医学事业，以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为

先，为鼠疫、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等疾病制造

疫苗。汤飞凡教授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工作，

体现了爱国精神；严格按照科赫法则验证病原体，

体现了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冒巨大风险以身试

菌，体现了奉献精神；在国家迫切需要的时候，为

微生物学的发展和祖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体

现了极强的时代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汤飞凡教授

的事迹和精神是国人的代表和骄傲，值得每一个中

国人铭记，更应当是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榜样。 

例如在《原核微生物》中，结合细菌细胞壁   

知识点，介绍童村教授基于我国国情勇于探索，利

用低价原材料生产出青霉素的重要贡献。20 世纪

40 年代，青霉素正在美国进行研制，此时我国尚不

能自主生产这种救命药，赴美进修的童村教授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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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产生株带回国，开始试制国产青霉素。在当时

简陋的条件下，童村教授不畏艰险，克服设备、材

料、技术等重重困难，并基于我国国情开发出价廉

易得的原材料替代技术，使用花生粉饼等代替玉米

浆，及时生产出中国自己的青霉素，为国家做出了

巨大贡献，为国人所铭记。童村教授在祖国最需要

的时候回国工作，体现了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心；

在简陋的条件下攻坚克难，体现了不畏艰险、勇于

奋斗、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在讲解细菌细胞壁知

识点时对童村教授试制青霉素的案例进行介绍，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不畏艰

险、勇于探索的精神。 

例如在真核微生物中，结合真菌分类的知识

点，介绍戴芳澜教授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培养人

才、解决生产实践面临问题的精神。戴芳澜教授曾

谈到，当年中国受外侮，青年人无不气愤填膺，希

望实业救国，而他也志愿学农，开始研究时即以植

物病害真菌为目标。戴芳澜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坚

持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亲自采集标本、搜集资料，

为我国的真菌学事业奠定了基础，其巨著《中国真

菌总汇》对祖国真菌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不可磨灭

的贡献。戴芳澜教授有凛然的爱国之心和强烈的民

族自尊心、自信心，对国家资源十分珍视，坚持中

国采集的真菌标本必须在中国鉴定。在外国专家认

为中国没有鉴定能力时，他坚持承担并出色地完成

了鉴定任务，并撰写了《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

戴芳澜教授不仅在当时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还

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其中涌现出了许多领域的

领军人物。戴芳澜教授研究和育人的事迹正是真菌

学与思政建设的典范事例，如今我们讲解真菌分类

时，对戴芳澜教授不畏艰苦、为国奉献、民族自尊

自信的精神正好可讲且不能不讲。 

例如在微生物营养、生态和生长中，结合碳源

对微生物生长影响的知识点，介绍张树政教授努力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重要贡献[4]。张树政教授具有

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大学选择化学专业时，怀着中

国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这样朴素而又热忱的赤子

之心。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国内粮食紧缺，进入

中科院菌种保藏委员会后，张树政教授积极响应国

家要求，为得到更加高效的糖化酶，筛选出了更优

越的曲霉菌种，为酿酒和酒精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后，张树政教授在该领域继续研究，采用酶法糖

化研究出了我国第一个糖化酶制剂，使用糖化酶水

解淀粉代替葡萄糖，该工艺保证了当时国内紧缺、

受外国控制的化工原料的自主生产。在此基础上，

张树政教授深入研究了糖化酶的结构和功能，继续

改进，得到了糖化酶产量更高的黑曲霉，在国家最

需要的关键时期，为祖国节约了大量粮食。张树政

教授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响应国家和人民需求，

攻坚克难，没有仪器就自制仪器，靠着自己制作的

电泳等设备，在关键时期为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大

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张树政教授的事迹，能

够鼓励学生将自身的事业和梦想与中国梦相结合，

为国奉献、攻坚克难，服务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

在新时期完成属于新一代的历史使命。 

例如在后天免疫中，结合后天免疫与疫苗的知

识点，通过顾方舟教授的人物案例，介绍老一辈科

学家坚忍不拔地研制国产化疫苗，保护婴幼儿免受

脊髓灰质炎感染的精神和贡献。1955 年，脊髓灰质

炎在全国开始暴发，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瘫痪，而

当时中国并无有效治疗手段。顾方舟教授临危受

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

苗。然而，研制出的疫苗在动物身上取得成功后，

需要在人体上进行验证，一旦失败非死即瘫，无人

敢以身试药，是顾方舟教授不惧生命危险，带领科

研人员喝下第一批疫苗，亲身进行临床试验。试验

成功后，为了在儿童身上再次验证，顾方舟教授甚

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再次对疫苗进行验证。在疫苗

研制成功后，为了解决运输、保存和顺应性的问题，

顾方舟教授将疫苗制成糖丸，在全国得到顺利推

广。到 2000 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

“糖丸爷爷”顾方舟教授为了拯救全中国千千万万的

儿童，无怨无悔地献身公共卫生事业，他值得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感恩和铭记，这种无私奉献的博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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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值得我们代代传颂和学习。 

1.2  追求科学、勇攀高峰的当代科学家事例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

科学家的上下求索，要在科学领域做出贡献，不仅

离不开专业知识，更离不开敢于探索、坚持不懈、

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结合相

关知识背景和人物事例，可以较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

理想和拼搏精神，为国家和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 

例如在病毒中，结合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知

识点，介绍李文辉教授带领团队破解重要科学问

题、为国争光的光荣事迹。2007 年，在美国哈佛医

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李文辉教授选择回到祖国，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李文辉教授以领域中

最急需解决、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寻找乙肝病

毒(hepatitis B virus，HBV)的受体为研究方向。李文

辉教授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经过艰苦卓绝的奋

斗，历经漫长的五年研究，确证发现了乙型肝炎和

丁型肝炎的功能性受体，实现了该领域的关键突

破，在全球范围内对病毒性肝炎的研究和治疗产生

巨大影响[5]。李文辉教授的事例说明了科学问题的

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更体现了科研训练的过程

中，培养对科学问题敏感度、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

的重要性。李文辉教授的事例不仅是我国科学家走

在世界前沿、为国争光的典范，更能鼓励学生追求

理想，以解决国家和人民需要为重，以课题的科学

价值为重，而不是以自身风险和利益为唯一导向。

李文辉教授不畏风险，将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

中，是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让中

国在该领域中走在世界的前沿，为社会的民生健康

问题带来了突破，体现了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

民族事业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体现了勇

于探索、脚踏实地的精神，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激励

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李文辉教授为榜样，

在学生中弘扬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

立起正确的科研价值观，以期为我国培养一批爱国

敬业、有理想、有眼界、敢于干大事和干实事、脚

踏实地、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国梦的新生科研力量。 

例如在天然免疫中，结合天然免疫与细胞焦亡

的知识点，通过邵峰教授的人物案例，介绍我国科

学家勇攀高峰、发现细胞程序化死亡新方式的精神

和贡献。细胞焦亡的现象早在 1992 年就已经被观

察并报道过，然而研究者们一直将其与凋亡相混

淆，与邵峰教授同期进行研究的一个团队也秉持着

Caspase-3 激活一定导致细胞凋亡的传统概念，也将

该过程描述为凋亡后的继发性坏死。但邵峰教授坚

持科学研究的怀疑精神，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通

过详实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打破了传统概念中的

误区，阐明了细胞焦亡的新概念，做出了引领世界

生命科学领域发展的原创性成果[6]。科学技术的发

展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邵峰教

授实现了本领域中世界前沿的突破，不仅推动了本

领域的发展，更加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爱国、敬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现。通过邵峰教授的事

例，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探索精神，还

能够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鼓励他们进行独

立的思考和判断，勇做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和科学进步一样，不能盲目

跟风，而是需要自身具有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坚

定的信念和民族自信心。培养爱国敬业、敢于探索、

独立思考、具有中国自信、勇攀科学高峰、为科学

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做贡献的新一代人才，这符合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2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 

中国科学家案例库较全面地覆盖了专业知识，包

括绪论、原核微生物、真核微生物、病毒、微生物的

营养生态与生长、微生物控制、天然免疫、后天免疫

等多个章节和相关知识点(表 1)。思政建设内容方面，

包含：爱国热情，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奉

献精神，共产主义理想与时代使命，科学道德与价值

观，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感、人格与品德修养等多方

面的引导和建设，在政治方向、国家要求、行业需求、

学生发展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对标设计，有望对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实现良好的支撑[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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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部分章节知识点相关的思政元素设计与案例材料 
Table 1  The design and case study materials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relevant chapters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章节 

Chapter 

理论知识点 

Theoretical knowledge 

思政元素 

Ideological education 

案例材料 

Case study material 
绪论 

Introduction 

微生物与免疫学发展史 

History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爱国奉献，严谨治学 

Patriotic dedication, rigorous  
scholarship 

汤飞凡教授以身试菌，发现沙眼衣原体 

Professor Tang Feifan tested the bacteria on 
himself and discovered Chlamydia trachomatis

原核微生物 

Prokaryotic microorganism 

细菌的细胞壁 

The cell wall of bacteria 

不畏艰险，勇于探索 

Fearless of difficulties, bold  
explorations 

童村教授实现青霉素国产化 

Professor Tong Cun realized domestic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真核微生物 

Eukaryotic microorganism 

真菌的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fungi 

民族自尊，脚踏实地 

National pride, down-to-earth  
spirit 

戴芳澜教授钻研植物病害真菌的实际问题，

为国培养人才 

Professor Dai Fanglan researched into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plant disease fungi, and 
trained talents for China 

病毒 

Virus 

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 

Virus-host interactions 

勇攀科学高峰 

Pursue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李文辉教授发现乙肝受体 

Professor Li Wenhui discovered the receptor 
for human hepatitis B virus 

微生物营养、生态和生长 

Microbial nutrition, ecology,  
and growth 

碳源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Effect of carbon source on 
microbial growth 

服务国家，攻坚克难 

Serve the country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张树政教授研究高效糖化酶，为国节约大量

粮食 

Professor Zhang Shuzheng developed 
glycosylase with high efficiency, saving 
massive grain for China 

天然免疫 

Innate immunity 

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 

Innate immunity and  
pyroptotic cell death 

民族自信，独立思考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independent thinking 

邵峰教授发现细胞程序化死亡新方式 

Professor Shao Feng discovered a new way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后天免疫 

Acquired immunity 

后天免疫和疫苗 

Acquired immunity and  
vaccines 

临危受命，无私奉献 

Serve with selflessness in times 
of crisis 

顾方舟教授亲身试验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

疫苗糖丸，攻克脊灰 

Professor Gu Fangzhou tested the poliomyelitis 
vaccine on himself, developed vaccine sugar 
pills and conquered poliomyelitis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课堂讲授和多媒体、文字材

料的多方面支撑；通过构建教学评价标准、检查教

学过程和组织学生座谈，及时分析、总结和反馈，

对课程建设不断进行优化，以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3  总结与展望 

我国“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

老一辈大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离不开

当代科学家们薪火相传、勇攀高峰的气魄，他们都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些爱国精神、民族自信、科

学追求的精神正是学生成长的精神土壤。我们尝试

在课堂教学中结合相关知识点宣传我国科学家的

精神，获得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尽管微生物学与免

疫学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清晰、材料丰富，但如何在

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顺利进行并能够真正起到

“ 润 

物细无声”的作用，还需要对具体实施方式进行深

入探讨，包括团队能力建设、教学案例库建设与教

学体系建设等方面，以期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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