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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 

教学案例概述 

一、案例名称 

细菌耐药性及其产生机制 

二、案例基本情况 

1.案例主题 

遏制细菌耐药，建设健康中国 

2.结合章节 

《实用药理学基础》第三十一章 化学治疗药概论  

第三节  细菌耐药性及其产生机制 

3.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耐药性的定义及产生机制； 

了解耐药性的危害及遏制措施； 

（2）能力目标 

能根据学案完成预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能根据教师的启发思考问题，提高探究学习能力；  

能通过特色作业，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 

（3）素质目标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 

学习勇于探索的科学家精神； 

提高遵纪守法、健康和团结意识； 

养成严谨负责的职业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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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意义 

细菌的耐药性及其产生机制是《实用药理学基础》课程

中抗菌药物概述章节的重要知识点之一。该内容为后续各类

抗菌药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 

近年来，细菌耐药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作为

药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掌握耐药性的相关知识，了解耐药性

的危害，知晓遏制细菌耐药性的有效措施，并能运用所学知

识在公众中做好科普宣传。通过学习，培植爱国情怀，提高

遵纪守法意识，学习医务工作者严谨负责、仁爱敬业的职业

品德，学习科研人员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提高

健康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为“遏制细菌耐药，建设健康

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案例解析 

1.教学思路 

总体思想：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材编排及

高职三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知识结构，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课程思政贯穿教学

全过程。 

（1）课程思政，贯穿全程。课前通过预习视频进行情感激

发，课中借助新冠疫情时的国家行动、遏制细菌耐药榜样的

力量和启发性问题从爱国、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

于探索的科学家精神、遵纪守法、健康和团结合作意识、社

会责任感等方面进行情感深化，课后学生合作完成特色作业

“宣传小报”对身边的人进行科普宣传，使知识扎根开花，



3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2）平台辅助，延伸课堂。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将课堂有

效延伸至课前课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学习的能

力。 

（3）问题引领，层层递进。围绕“是什么、为什么、会怎

样、怎样做”的学习任务组织教学，课中层层设疑，有机融

入思政元素，引领学生在思索答疑中的掌握知识，潜移默化

的进行思政教育。 

（4）全面评价，巩固提升。通过学生、小组、教师三方综

合评价学习效果；通过选择、简答、宣传小报三种形式巩固

知识，考查三维目标的达成情况。 

2.教学设计与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实施 设计意图 

思政渗透 教师引学 学生自学 

课前

引导

预热 

1.教师下发

预习任务及

学案。 

2.分组 

3.学生登陆

平台完成预

习任务 

1.设计学案 

2.搜集动画、视频，上传

至平台，发布任务 

3.查阅学生任务完成情

况 

 

1.领取学案 

2.分组 

3.登陆学习平台，完成预

习任务 

            

 

 

 

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 

 

通过动画视频使

学生整体感知学

习内容，激发学

生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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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实施 设计意图 

思政渗透 教师启学 学生研学 

课中

启发 

探究 

新课导入 

 

播放“美国出现超级真

菌”的新闻视频 

 

观看视频 

 

近期新闻视频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 

任务一 

是什么？ 

（耐药性的

定义—重点） 

问题 1：什么是耐药性？ 

问题 2：耐药性的结果是

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降

低，什么原因导致的？ 

问题 3：耐药性的准确定

义是什么？ 

强调耐药性的定义：指病

原菌与抗菌药多次接触

后，病原菌对抗菌药的敏

感性降低乃至消失的现

象。 

问题 4：跟前期学过的耐

受性有什么异同？ 

强调异同点 

思考、回答问题 1 

 

 

思考、回答问题 2 

 

 

 

思考、回答问题 3 

 

 

思考、回答问题 4 

层层设疑，逐步

击破重点 

 

比较法：通过比

较耐受性和耐药

性的异同强化对

重点知识的理

解，教育学生养

成勤于思考、善

于总结的学习习

惯 

任务二 

为什么？ 

（耐药性的

产生机制—

重难点） 

从微观角度讲解耐药性

的产生机制 

1.细菌产生灭活酶 

-采用新式武器 

2.作用靶位的改变 

-改变武器装备 

3.降低细胞膜通透性 

-提高防御水平 

4.改变自身代谢途径 

-改变作战路线 

认真听讲、想象、探究 比喻法：细菌与

药物的相互作用

比喻成战斗，细

菌的耐药机制分

别对应战斗中的

策略，将抽象的

知识具体化，攻

破难点 

任务三 

会怎样？ 

（细菌耐药

性的危害） 

总结细菌耐药性的危害：

医疗负担加重；死亡率持

续上升；出现超级细菌，

无药可治 

进一步提高对“细菌耐药

性的危害”的认识  

课前预习，课中

强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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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实施 设计意图 

思政渗透 教师启学 学生研学 

课中 

启发 

探究 

任务四 

怎样做？ 

（遏制细菌

耐药性的措

施） 

1.国家层面：  

播放新闻视频《遏制细菌

耐药国家行动计划》 

 

 

 

采访：作为新冠疫情国家

行动的见证者，有何感

想？ 

 

国家颁布《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办法》及《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观看视频 

 
接受采访：表达自己的真

实情感，以国为荣，热爱

祖国 

 

 

 

 

问题引领、自我

感悟： 

 

培植爱国情怀 

 

 

 

遵纪守法教育 

2.医务工作者： 

播放申正义教授事迹视

频 

 

 

观看视频

 

学习模范： 

严谨负责、爱岗

敬业的职业素养 

 

3.科研工作者： 

科学家正在进行“噬菌体

疗法”探索 

认真听讲

 

学习模范： 

勇于探索、敢为

人先的科学家精

神  

 

4.全国人民 

问：普通百姓怎样支持与

配合？ 

补充强调：凭处方购药、

遵医嘱用药 

认真思考，回答问题 

 

问题引领、自我

感悟： 

 

遵纪守法教育 

 

提高健康意识 

5.作为药学专业的学生，

应该怎么做？ 

思考回答问题 

 

 

问题引领、自我

感悟： 

增强责任担当意

识 

总结 教师引领 学生总结 进一步巩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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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实施 设计意图 

思政渗透 学生悟学 师生评学 

课后

评价

拓展 

知识检测 

 

 

 

 

 

 

 

 

登陆学习通完成课后练习 

小组合作完成宣传小报 

 

 

 

 

 

 

 

 

 

 

巩固知识 

小组协作完成特

色作业，提高团

队合作意识 

提升情感：宣传

小报为遏制细菌

耐药做科普宣

传，进一步增强

责任担当意识 

教学评价 

 

反思学习过程，思考学习

收获 

学生自评、组内互评、

教师评价 

提高自我认知能

力 

多方评价更客观 

知识拓展 通过公众号和中国大学

MOOC 拓展知识 

公众号： 

 

中国大学 MOOC： 

 满足不同层次学

生的学习需求 

3.教学效果及评价 

（1）思政元素渗透教学全过程：课前学生通过新闻、纪录

片、电视剧片段等预习任务激发情感，课中通过国家行动、

榜样的力量、启发性问题等对爱国、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勇于探索的科学家精神，遵纪守法、健康和团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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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等情感加以深化，课后学生通过宣传小报对身边

的人进行科普宣传，使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增强。 

（2）延伸性：网络教学平台辅助教学，实现了课堂的延伸，

丰富的资源拓展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动画视频、问题

引导、小组合作实现了教师、学生、资源之间的多渠道互动。 

（3）简单化：运用比较、比喻等方法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枯燥的学习有趣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四、案例反思  

1.创新点 

（1）围绕“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怎样做”的学习任

务组织教学，运用问题引导法，层层设疑，结合新闻视频和

国家“健康中国战略”开展爱国、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勇于探索的科学家精神，遵纪守法、健康和团结意识，

社会使命感等思政教育。 

（2）小组合作完成特色作业，学生把所学知识总结提炼成

“宣传小报”，对身边的人进行科普宣传，进一步增强社会

责任感。 

2.改进措施 

课中教师学生互动相对不足，应认真思考，设计更多互

动的环节和方法，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五、案例支撑 

1.授课教师（团队）情况 

主讲教师：拾以萍，女，讲师，药学专业本科，主要从事《药

理学》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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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1：宋梅，女，副教授，药学专业本科，药学教研

室主任，主要从事药学专业课程管理与研究。 

团队成员 2：王燕子，女，讲师，药理学硕士，药学技术系

教学管理干事，主要从事教学管理及《药理学》教学研究。 

2.教务系统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