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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皮肤性病学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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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目的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皮肤性病学是一门内容涉及广泛的临床二级学科，医学教育兼有科学技

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双重使命，医学专业课程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特征，在课程思政实施的过程中应以专业知识点为基础，提炼

思政元素，找准知识切入点，以经典案例为导向，进行价       值引领，引导教师将“课程思政”的理念始终贯穿皮肤性病学课程，构

筑“新医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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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新局面。”并强调，应该把“立德树人”当作教育的中心环节，

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当作教育的

根本问题，积极调动一切育人因素，实现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的专业课程大多侧重于讲述基本理论、方案及实践等，从教

学指导到真正的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掌握技能还有一段距离。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目的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课程思政既

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实现了专业课中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

育的融合，要求教师把专业课程以及其他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以及德育功能充分的挖掘出来，将原本单一的思政课

程教学转化为立体化的、全过程参与的德育教育模式。

皮肤性病学是一门内容涉及广泛的临床二级学科，与内、外、

妇、儿科等临床学科，及病理学、免疫学等基础学科均有密切相关。

单一的皮肤性病学教学缺乏对医学生品德的培养，这便要求教师

不仅要传授理论知识，还应该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充分发

挥该课程的育人功能。笔者将根据皮肤性病学的学科属性，在课

程思政实施的过程中应以专业知识点为基础，找准知识切入点，

以经典案例为导向，引领价值观。

一、课程思政在皮肤性病学基础教学体系中融合的思政教学

元素

在教育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活动密

切联系。思政教学元素的具体表现如下。 

1. 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在皮肤性病学教学中，要努力促

使学生形成家国情怀，包括心怀天下、重视亲情、增强个人修养等，

社会进步、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

2. 科学精神。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科研方法，并能用于指导

未来的医学实践和科学创造。 

高校课程思政不能只停留在宏观研究策略上，把课程思政与

专业课程相结合是高校课程思政实施的基础。医学教育兼有科学

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双重使命，医学专业课程具有科学性与人文

性相统一的特征，开展思政教育的医学类人文教育资源极为丰富，

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美学、著名医学人物等相关教育内容。

可用资源丰富。

二、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措施

通过有效挖掘医学专业知识教学中的医学人文知识、价值观、

道德品格等重要的思政教育资源，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这种用

学生熟悉的医学知识进行思政教育的方式，既能提升思政内容的

亲和力，同时让思政脱离传统灌输模式的枯燥乏味，让思政教育

在专业课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完成。

（一）提炼思政元素，寻找课程切入点

1. 本学科先进人物举例，选择为中国皮肤性病学事业发展和

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的医学家，充分体现皮肤科医生对患者认

真负责的敬业精神，热爱皮肤科事业的奉献精神，切入点“绪论”。

2. 设计案例情境。以问题为基础，让学生围绕某一具体案例

分组讨论，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医学专业、医学人文等问题，培养

学生团队合作精神，提高科学人文素养。切入点“真菌性皮肤病”

章节

3. 社会事件引入。插入关于静脉输液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新闻

报道，严重者发生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因此，国家卫计委制

定全面加强门诊输液管理和抗菌药物管理，完善有关法规制度，

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尤其可能发生的严重过敏性休克及死亡。作为医生，需要增强自

身的社会责任感，培养良好医德医风，不滥用药物，严格执行相

关政策，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加强医疗安全。切入点“药疹”

章节。

4. 女性生育健康事件引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多是青春期

及育龄期女性，在婚恋、家庭生活方面，面临重重困难。传统的

生育观念，孩子是直接影响家庭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医生对这类

女性患者更需要给予人文关怀，给予心理指导，帮助患者树立生

活的信心，正确地对待疾病。医生医术上精益求精，合理使用药物，

孕前孕期监测，科学护肤指导等，为妊娠期患者保驾护航。通过

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位皮肤科医务工作者，医术上精益

求精，面对患者感同身受，给予人文关怀，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切入点“红斑狼疮”章节。

5. 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讲到梅毒的治疗部分，涉及全民健

康及社会安定问题，作为皮肤性病科医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情

景再现导入一个重大事件，即解放初期胡传揆指导医疗队奔赴全

国各地治疗梅毒，独创青霉素疗法，勇于挑战苏联权威，讲述皮

肤学家是如何克服困难创造奇迹的。胡传揆去世后捐献遗体标本

给北大医院。切入点“梅毒”。

6. 从基础课程教学引导到科研精神。就黑素瘤的发病率而言，

白人发病率较高，亚洲人发病率较低。在黑素瘤的研究领域，欧

美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和领先地位，其研制的治疗药物引入国

内后，价格昂贵，且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晚期黑素瘤患者。融入

思政元素，作为中国医务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打破国外垄断，

造福中国患者。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团队连续取得皮肤黑素

瘤发病机制研究新进展，揭示自主研发的新型抑制剂治疗黑素瘤

有效的核心机制。切入点“皮肤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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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融入皮肤性病学专业知识具体方法

教师掌握专业课程的理论内容，提炼思政元素，寻找课程切

入点。例如，真菌性皮肤病理论学习内容包括掌握各种表皮癣及

念珠菌病、孢子丝菌病等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辅助检查和

治疗方法。引入案例并讨论：（1）讲到真菌种类繁多，有超过 10

万种，其中绝大多数对人类无害，少数致病，接着讲述廖万清院

士在真菌领域作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发现 9 种新的病原真菌及其引

起的疾病类型，并向全世界研究机构供应（295 美元 / 株）。而廖

万清院士却说在中国哪位同行需要我可以免费赠送。提出廖万清

院士的爱国主义情怀（2）进而讲述廖万清院士如何从一名农民的

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提出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作出自己的成就，

进而讲述我们医学生不管在哪一个岗位，都应该为患者着想；（3）

讲述廖万清院士的座右铭：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提出我们医学生应该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

生？融入思政元素：真实案例启发学生：（1）家国情怀，爱国主

义精神：作为医学生我们应该在自己的领域潜心研究，守住本心，

为患者、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2）廖万清院士刻苦奋斗的精

神： 讲述廖万清院士如何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做到中国工程院院士，

讲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体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三、课程思政评价方式

设计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对思政教育在皮肤性病学课程教学

过程中认知态度和实施效果调查。问卷分为２个维度，12 个条目。

每个条目的评分照 Likert ５级评分法，分别赋分１～５分，分数

越高说明临床医学本科生认知程度越高，教学效果越好。（表 1）

表 1  课程思政调查问卷设计

评价设置 5 4 3 2 1

思政教育的认识程度 非常了解 了解 一般了解 不了解 非常不了解

能提升兴趣 非常感兴趣 感兴趣 一般感兴趣 不感兴趣 非常不感兴趣

会提升课程质量 非常会 会 一般会 不会 非常不会

对皮肤性病学课程思政化的态度 非常理解 理解 一般理解 不理解 非常不理解

能丰富课堂内容 非常丰富 丰富 一般丰富 不丰富 非常不丰富

能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 非常能 能 一般能 不能 非常不能

更利于知识吸收与兴趣培养 非常有利 有利 一般有利 不有利 非常不有利

对皮肤性病学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非常能 能 一般能 不能 非常不能

能推动正确价值观的建立 非常能 能 一般能 不能 非常不能

能发人深省 非常能 能 一般能 不能 非常不能

对生活能有所帮助 非常有帮助 有帮助 一般帮助 不能帮助 非常不能帮助

对思想能产生影响 非常有影响 有影响 一般影响 没影响 非常没影响

四、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本次参与调查问卷的有 2018 级、2019 级临床医学本科专业

学生，共计 456 人，学生们对“思政教育”在皮肤性病学课程教

学过程中的认知态度和实施效果均取得良好评价。在学生对课程

思政的认识态度中，普遍对思政教育的认识程度比较高，可以有

效提升兴趣及课程质量，对皮肤性病学课程思政化的态度接受度

高，同时课程思政可以很好地丰富课堂内容，大部分学生认为可

以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利于知识吸收与兴趣培养；在学生对课

程思政的实施效果中，学生对皮肤性病学有更清楚的认识，有效

能推动正确价值观的建立，发人深省，对生活能有所帮助，大部

分学生认为对思想能产生影响。

五、小结

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引导教师将“课程思政”的

理念始终贯穿皮肤性病学课程，以德为先，育人为本，将正确的

价值观、人生观、爱国主义、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等传递给学生；

通过多种方式的育德方法、教学载体，将“课程思政”的理念融

入到皮肤性病学课程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建设“新医科”，实现

从治疗为主到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全覆盖，提升全民健康力。

以患者为本，关爱生命；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严谨科学，勇于创新；

具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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