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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学"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的

挖掘与融入

刘长海
"延安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1!0%%%$

摘4要#为深度挖掘专业知识体系中依附的思政内涵!发挥好专业课程的育人作用!以延安大学专业课程"脊椎动物

学#为例!结合野生动物及动物学家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在课程教育中渗透和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观!

将思政元素紧密附着于一个个知识点并融入专业课程教育!构建以"脊椎动物学#课堂教学为主体$以体验教学和践行

活动为两翼的延安精神"一体两翼#思政育人体系!培养具有延安精神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脊椎动物学&课程思政&生态文明观&延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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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专业课程是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 任课教师要深入梳理

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

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 %纲要&发

布后#全国高校积极响应#纷纷组织力量探索创新

课程思政的方法与路径#完善相应学科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构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

在探索研究过程中#专家们普遍认为#如何具体开

展专业课课程思政教育#如专业课课程思政元素

的挖掘及其与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等#是迫在眉

睫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课程思政建设须挖掘与课程专业特征相匹配

的思政要素和亮点#发挥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

的独特优势)$*

' 高等学校如何通过专业课程进

行思政教育#尤其是怎样具体到课堂教学实践+

针对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的挖掘以及课程思政的实

践探索#有哪些创新方法和实施举措+ 笔者认为#

专任老师需深入研读和践行%纲要&新的理念和

新的精神#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

和精神内涵#挖掘隐藏于专业课程中的丰富思政

教育元素#并将其水到渠成地(自然而然地融入专

业课程教学#使之既形成,惊涛拍岸-的声势#也

产生,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增强专业课程的知

识性(人文性#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提升学生文化

素养'

!4!脊椎动物学"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的

挖掘

每一门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 ,脊椎动物学-是生物学的基础课程#其理论

研究内容广博#且与农(林(牧(渔(医(工等多方面

的实践密不可分' 课程内容涵盖动物的形态结

构(系统演化(分类学知识#以及野生动物与人类

动物之间的关系等' 在生命科学类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中#教师更容易进行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观

以及生命观等观念的引导)#*

' 在动物学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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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学中#教师须精准把握思政元素的切入

点)2*

' 例如#吉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慧等

人认为#动物学课程是动物保护(动物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思政内容的有效载体#可以

用来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全局观)"*

' 亦有高校在普通动物学课堂教学中#融

入古诗词(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及生态理念等#使课

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0*

' 例如#洛阳师

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在动物学课程思政教学中#把

人生哲理(生活道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现象(

治国理政等思政内容融入学科教育#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1*

' 这些高校"院系$采用了动物学与自然(

生态与人文(艺术相结合的思政教育模式#取得了

非常好的成效#值得学习和推广'

尽管针对动物学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研究较

多#亦各有特色#但把,脊椎动物学-单列出来的

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脊椎动物学-实验和野外

实习的研究很少' 我们针对,脊椎动物学-课程

知识点多(有实验(有实习(课时相对较少#且内容

跨度大的特点#重点围绕生物界的,两个统一-#

即,生物与环境相统一#结构与功能相统一-#以

脊椎动物的演化和进化为主线#从低等到高等#从

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先进进行探讨' 在课堂教

学中#单一的专业知识讲解#会让学生产生,审美

疲劳-' 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应深入挖掘,脊椎动

物学-本身附有的思政元素#如!挖掘动物科学家

的传奇故事#关注国内外时事政治#把握动物科学

前沿方向标.从人类动物与野生动物物种平等的

生态观层面梳理和凝练人类要科学对待动物和人

类向动物学本领等思政元素"见表 !$' 教学过程

中#教师将以上思政元素融入,脊椎动物学-专业

知识#从而达到,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效果' 在

,脊椎动物学-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聚焦红色基

因#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和凝练思政元素#形成具有

育人功能的延安红色文化点"见图 !$#用红色文

化教育立德树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

生态文明观#促使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相辅相成(

协同发展#围绕延安精神,一体两翼-育人体系#

培养具有延安精神的时代新人)**

'

$4!脊椎动物学"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的

融入

基于人类动物与野生动物平等的生态观#我

们从脊椎动物的结构解剖及其天然优势入手#以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野生动物

为人类提供的生态服务#以及动物学家如何研究

和揭秘动物的分类(结构(进化(行为(保护等#挖

掘野生动物和动物学家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亮

点#并将其紧密附着于一个个知识点融入学生的

专业课程教学)$*

#在课堂上自然而然地言传于学

生#同时#引导学生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

魂#将专业知识融进血液#把思政书香化为气质#

环环相扣#内外兼修#浑然一体'

表 !4!脊椎动物学"课程思政教育

课程思政目标 思政教育元素"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成效

融入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
关于脊椎动物的古诗词"两栖纲(鸟纲!动物与生境$

课堂讲授与学生汇报展示相结合#,左手文学#右手

科学-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球生命共同体与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的关系#动物福利"鱼纲(两栖纲(爬行纲(

鸟纲(哺乳纲!动物结构与功能#动物生境与保护#动

物解剖实验$

案例教学与学生,脊椎动物学-野外实习相结合#传

递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及人类动物与野生动物物种

平等的生态观#培育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及团队协

作意识

体味生物学家的

大爱情怀

挖掘动物科学家传奇故事"哺乳纲!分类及野生动物

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视频文献与课堂讲解相结合#培养学生爱国(敬业的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引导学生发奋努力#报效祖国

弘扬科学家的工匠

精神和爱国精神
童第周等"头索纲(鱼纲(两栖纲!胚胎发育$

穿插简要介绍#从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教育

学生爱国和敬业#奋进与创新#积极向上#追求完美

科普生物安全
96>9和新型冠状病毒///动物与病毒"哺乳纲!穿

山甲(蝙蝠等$

问题导向与学生讨论相结合#推广分餐(公筷#拒食

野生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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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脊椎动物学"中实践育人功能的延安红色文化点

$)!4更好地认知动物的各种行为&让人与动物共

享生命之美

在鸟纲"6?@A$教学中#教师分析企鹅的形态

和构造并提出问题!企鹅身躯笨重#没有可以用来

攀爬的前臂#也没有可以飞翔的羽翼#是如何从水

中登陆上岸的+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引入纪录片

%深蓝&的电影镜头#让学生了解到企鹅虽然失去

了空中飞翔的能力#但是拥有水中搏击的本领'

企鹅的沉潜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的生存与,上岸-!

甘于沉下去#才可浮出来' 教师可借此告诫同学

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沉潜能使个人厚积薄

发.天道酬勤(淡泊名利的沉潜能使团队更加强

大.未雨绸缪(韬光养晦的沉潜能使国家走向

复兴'

在鱼类和两栖爬行类动物教学中)7*

#教师提

出问题!动物在身体受限的劣势下会有怎样的生

存(生活模式+ 电鳐是海底底栖鱼类#游泳速度缓

慢#有海中,活电站-和活的,发电机-之称#它的电

压最高可达 $%% B#是捕食和打击敌害的重要绝技#

可以实现自我保护.娇小貌似弱不禁风的箭毒蛙#

之所以能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中闯荡江湖#是因为

它有绝招///它的毒素非常强大#有见血封喉之功

力.神秘莫测的变色龙#在地上行走既迟缓又笨拙#

但它那无与伦比的保护色(长而发达的舌头(独立

活动和调距的眼睛等#既有利于精准捕食#又能及

时发现敌害' 诸如此类#野生动物克服自身的局

限#进化出与环境相适应的特殊身体结构#扮演大

自然中的猎手或猎物角色#在举步维艰的,螳螂捕

蝉#黄雀在后-生态系统中神机妙算#巧设陷阱#上

演着一出又一出斗智斗勇的生命游戏'

如果说野生动物在极度苛刻的生存条件下尚

且能利用特殊的身体功能自由地生活于大自然

中#那么人类动物在优渥的条件下#更应淋漓尽致

地发挥自身优势#自律而自由地生活' 教师通过

讲解动物的行为水到渠成地告诫同学们#勤奋是

克服先天不足的良药#也是通往成功之路的阶梯'

不管是在现在的学习生活中还是在未来的工作

中#同学们都应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积极向上#追

求完美#不为失利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以花

的心态#做根的事业' 同时#要不惧怕生活和工作

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发掘和开拓有利因素#克服和

解决不利条件#提高自己的,挫商-' 事物的发展

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同学们要坚信道

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要弘扬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红色精神#把,山

穷水尽-化为,柳暗花明-#用劳动实现美好梦想#

创造人生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4向野生动物学习&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动物拥有高超的生存绝技和适应环境的本

领)!%*

!被誉为,攀岩高手-的壁虎#拥有让人类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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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止的爬墙绝技#它可在墙壁(天花板等光滑的

平面上迅速爬行.鸭嘴兽的电子定位使它具有电

子接收功能#可以感知肌肉收缩所产生的电场.等

等' 我们也要向野生动物学习#拥有独门绝技#

,技行天下#能创未来-' 我们只有苦练基本功#

砺炼(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方能打破常规#突破现

状' 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猛犸象和剑齿虎

等同时代的动物都已灭绝#但是大熊猫神迹般顽

强地繁衍至今成为孑遗动物#被誉为,活化石-#

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不断改变自己#如改变食

性///从肉食 "或杂食$到植食再到专食的转

变)!!*

' 不仅如此#它还进化出便于抓握竹茎的

,伪拇指-///第六根手指#从而适应了生存环境

的变化' 因此#人类要向大熊猫学习#要善于改变

自己#才能够更好地生存下来#成为更好最完美的

自己'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大自然鬼斧神工地创造了无

数精巧绝伦的结构#如根据,生物与环境相统一#

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法则#造就了,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虎啸深山#驼走大漠-的动物生态多样

性' 野生动物虽然没有人类的顶级大智慧#但是

它们有着人类无法拥有的超能力#人类很多方面

都无法与动物相比' 因此#人类要敬畏大自然#也

要尊重野生动物#更要向野生动物学习#吸取其生

存之道#仿生其特殊本领#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老

牛爬坡的拼劲#撸起袖子加油干'

$)#4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生存生命没有等

级差别

在讲授,脊椎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相关内容

时#教师从爬行动物(鸟类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哺

乳类的保护(持续利用与害兽防治原则等#强调人

"!"#"$%&'()$$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通动

物#在分类阶元上隶属于哺乳纲/人科/智人种'

通过介绍野生动物为人类动物提供的生态系统服

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

等#结合 96>9 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野

生动物与人类动物的关系#给学生灌输尊重野生

动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的观念#强化学生保护野

生动物的意识#引导其奉行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

共处的理念' 所有的动物都有生存的价值#都应

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 为什么我们要保护大熊

猫+ 不是因为它们漂亮可爱#也不是因为它们珍

贵#而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森林和生态环

境' 生态平衡面前#物种平等' 甘地曾说过#看一

个国家是否文明#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待动物

的态度#对动物的态度能体现人性的善恶从而反

映文明' 这也非常契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我

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遵循#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

在,脊椎动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动物解剖实

验环节#教师可给学生们渗透动物福利的相关知

识!从,对牛弹琴-到动物的康乐"C@DDEF@(.G$#具

体可从动物的五项基本福利展开#包括免受痛苦(

伤害和疾病的自由及免受恐惧和不安的自由

等)!$*

' 教师可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实验#查看相关

解剖视频#及时科学规范处死实验动物#并注意减

轻动物的痛苦' 学生应敬畏生命#注重动物伦理#

尊重实验动物#遵守生命平等的生态文明理念#向

为人类献身的实验动物致敬'

在,脊椎动物学-野外实习中#教师可通过与

生态景观的零距离亲密接触#引导学生体验 ,绿

云蔽日树轮-与,隐隐笙歌处处随-的美好#教

育同学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做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教师要培养学生贴近自然(感

受自然#增强保护自然(热爱自然的自觉意识#因

为只有亲自接触过大自然#才能对生命充满敬意#

才能深入理解为什么把自然叫,大自然-' 教师

要引导学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祖国山清水秀(

繁花似锦的壮美河山间自然而然地积极践行爱国

主义教育' 同时#在野外实习中#教师除了要加深

学生对动物学知识的深入理解#使其做到理论联

系实际#还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及团队

协作意识#引导其体验合作成功带来的成就感和

幸福感'

$)24动物学家的大爱情怀春风化雨&育人文素养

在讲授脊椎动物的个体发育时#教师可引导

学生体味动物学家的大爱情怀#如穿插介绍童第

周婉拒国外大学高薪聘请和安稳舒适工作#坚持

在祖国大地上搞科研#燃尽生命推动祖国生物学

发展的事迹' 他在简陋的环境中#以滴水穿石的

坚韧和非凡的努力#在文昌鱼发育研究(鱼类细胞

核移植研究(两栖动物卵子发育能力研究等方面

作出了卓越贡献)!#*

' 他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

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在讲解野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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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人类动物之间的关系时#教师可以讲到

,熊猫之父-潘文石,用 #1 年荒野人生#守望生物

圈的科学大爱#坚守精神家园-的优秀事迹)!2*

#结

合影像文献#简明扼要地介绍他在崇山峻岭和波

澜壮阔的大海上研究和保护濒临灭绝的大熊猫(

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探索土地(人口和野生动

物的复杂关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故事'

正是因为有童第周这样的一大批科学家#我们的

民族才能挺起脊梁#才能走得更远' 教师应教育

学生热爱祖国#发扬科学家精神#以,拔地以参

天-的理想追求(,根深才叶茂-的务实精神(,成

材须百年-的持久毅力#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

地#发奋图强#报效祖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动物物种多样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讲授脊椎动物分类时#教师要着重科普野

生动物物种的多样性及其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其

背后的人文故事(价值和文化"见表 $$' 中国是

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大熊猫(金

丝猴(华南虎(扬子鳄(白鳍豚(藏羚羊(中华鲟(褐

马鸡(中国大鲵等百余种中国特产的珍稀野生动

物闻名于世' 其中#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

大熊猫#不仅是中国和外国友谊的使者和桥梁#推

动了中外文化交融和人文交流#而且作为旗舰物

种在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目前#中国与日本(美国(俄罗斯等 !*个国家

的 $$家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

' 此

外#教师可为学生讲解,东方宝石-朱
!

的传奇故

事' 从孤羽 1 只到千鸟竞翔#朱
!

保护让世界见

证了中国智慧和保护奇迹#朱
!

成为了中国与日

本(韩国之间的,友谊使者-

)!0*

' 课后#教师可让

学生以专题形式了解我们伟大祖国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坚定其中国梦信念'

表 $4中国特有脊椎动物背后的人文故事'价值和文化

特有动物 分类阶元"纲(目$ 保护级别 人文故事(价值和文化

大熊猫
哺乳纲

食肉目
国家

!

级
,熊猫之父-潘文石(活化石(世界自然基金会"HHI$大熊猫徽标 D'G'(秦岭四宝(

传播友谊的使者(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北京冬奥运会吉祥物等

川金丝猴

滇金丝猴

黔金丝猴

哺乳纲

灵长目
国家

!

级
生态家园的精灵(龙勇诚拍摄的全世界第一张,雪山精灵-滇金丝猴野外照片(电影

%我们诞生在中国&(秦岭四宝///川金丝猴等

藏羚羊
哺乳纲

偶蹄目
国家

!

级
电影%可可西里&(高原精灵(旗舰物种(保护典型案例"濒危物种

!

近危物种$(北

京奥运会吉祥物等

华南虎
哺乳纲

食肉目
国家

!

级 中国虎文化(百兽之王(生态平衡等

白鳍豚
哺乳纲

鲸目
国家

!

级 活化石( ,水中的大熊猫-(中科院水生所白鳍豚馆,白公馆-等

朱
!

鸟纲

鹳形目
国家

!

级
刘荫增发现,秦岭 !号群体-(东方宝石(从,1-到,1%%%-的朱

!

保护(传播友谊的

使者(秦岭四宝等

褐马鸡
鸟纲

鸡形目
国家

!

级 ,毅鸟-(中国鸟类学会会标(世界雉类协会会徽图案上

#4结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 高等学校只要深入贯彻和践行%纲要&精神#

凝聚思政教育育人合力#必定能推动高校思政教

育提质增效#打造同向同行(同频共振的课程思政

体系' 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的不断尝试中积累经

验#重视和加强学生,怎样做人-的教育#并有机

融入课程教学#从而实现,教书-和,育人-的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 在今后的,脊椎动物学-教学实

践中#教师要以,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

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要-素质为

要求#以,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标准为追求#创新教学内

容#激活课程思政元素#讲好,脊椎动物学-课程

思政教学故事#构建以,脊椎动物学-课堂教学为

主体(以体验教学和践行活动为两翼的延安精神

,一体两翼-思政育人体系#精心培育学生,人类

的自然观和动物观-#引导学生树立人与自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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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观#教育学生做人(做事(

做学问#培养具有延安精神的时代新人#以立德树

人铸就教育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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