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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传统中医药文化结合开展医学专业教学的
探索与实践

李　琴

（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摘要：职业院校医学专业思政内容教育作为当代职业教育学

生素养与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大思政教育的背景下，

也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思政内容挖掘以及渗透，以此来引导学生

在专业技能与知识学习中，具备必要的崇高思想和良好的道德素

质以及优质的医学专业学科综合素养。

关键词：课程思政；医学专业；方式方法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中医中药文化是我国

医学的瑰宝，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

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文化和精神

的结晶，是医学人文素质得以生发的深厚土壤。但大部分职业院

校的医学生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职业院校课程思政的方

式比较单一。卫生健康职业院校的学生就业岗位主要面向基层卫

生健康产业，承担守护一方百姓的生命和健康，要求学生不仅要

有服务基层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更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高尚的

医德医风。在医学专业教育教学中，可以将中医药文化科学有机

地融入思政内容，教师应通过设立思政教学目标、挖掘思政内容、

采取多元方法等手段来促进思政教育和学科知识融合，从而保证

学生的思政教育效果，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

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平。

一、科学设计学生思政内容与思政达成目标

要想在医学专业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内容，教师在医学专业

教学中，一定要首先明确学生的实际认知和发展情况，进而根据

其成长与发展状态来科学制定对应的思政内容及思政教育培养目

标，有效实施规范化的学生思政内容培养建设工作。在具体的学

生培养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是要注重教学设

计。教学设计是教学的灵魂，是教学效果保证的基础条件，教师

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可以设计在教学初期，利用课本中的资

料为学生构建一个生活化的情境，接着利用问题引领的方式来为

学生进行知识讲授以及思政内容渗透，并于基础讲授后，让学生

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就会科学而系统地

掌握相应的医学专业知识，具备优质的思想道德意识。例如在教

授学生中医治病思想相关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先确立教学目标，

即能够掌握中医治病的思想。目标确立后，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引

申性问题，如：中医为什么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当代很多人为

什么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问题提出后，教师可以引领学生主动

进行分析和讨论，从而引导他们具备“治未病”的思想，树立正

确的金钱观念，提升他们的思想意识，使其树立良好的医德医品。

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的思政内容培养效果会更好，学生的思想

品质和道德意识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二、有效挖掘学科思政内容和思政教学内容

职业院校医学专业的思政教育包括很多内容，这些内容都潜

藏在医学专业教材内容当中，教师通过科学的手段，恰到好处对

其进行科学挖掘，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理解课本教学内容，加强

他们的认知水平，提高他们的思政素养，更重要的是还能丰富原

有的学科教学内容，扩展知识发展方向，提升内容维度，促进学

生思想道德意识的提升与发展。因此，教师在进行医学专业思政

内容渗透时，一定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内容和思政因素，进

而提升思政内容融合效果，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

例如在学习关于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生病相关知识的时候，我

们发现课本中涉及了很多的内容，如饮食习惯、饮食方式等，纵

观这些内容，其核心都是围绕饮食来设置的。因此，教师在结合

课本进行讲解时，可以对具体内容进行深度的提升，使其达到民

族饮食习惯的高度，让学生在这种高度中，加强对于我国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饮食习惯的了解，进而使他们感受我国疆域之大、民族

之多，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从而使他们尊重民族、关注祖国文化，

在不断加强了解的基础上，逐步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有效增强他们的思想认知水平。此外，教师还应结合一些实时问题，

利用实时问题来加强学生对于国家安全、民族荣辱的理解，强化

他们保家卫国的正确思想意识。

将中医药文化思想全方位融入卫生健康职业教育课程思政，

特别是天人合一、和谐共生、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整体观和辨

证论治的中医学思维方式，健康养生理念、防病治病的理法方药

以及“医乃仁心的医德观”“大医精诚的职业精神”“悬壶济世

的职业追求”等人文精神贯穿于医药卫生类专业学生医德医风和

职业素养培养的全过程，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

三、构建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实施多角度的多元教学方法

（一）构建中医药文化特色卫生健康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实施

路径

“一条主线”“两条渠道”“六大结合”的中医药传统文化

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线，以显性教育（即专业课程）、

隐形教育（即校园文化教育活动）为两条主渠道，将中医药文化

宣传基地与开展特色党团建活动相结合；将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

神与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育内容相结合；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

值体系与学生医学人文素质培养、价值观引导相结合；将中医思

维方式、大医精诚思想与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思政能力提升相结合；

将中医药文化的阴阳平和、天人合一的内涵形象化，与实践教学

基地文化建设相结合；将学习宣传中医药文化与课程思政考核评

价相结合。

以中医药传统文化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线，以

显性教育（即专业课程）、隐形教育（即校园文化教育活动）为

两条主渠道，按照六结合的具体路径对医药卫生类专业学生进行

培养：将中医药文化宣传基地与开展特色党团建活动相结合；将

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育内容相结合；

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学生医学人文素质培养、价值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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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相结合；将中医思维方式、大医精诚思想与师资队伍建设、教

师思政能力提升相结合；将中医药文化的阴阳平和、天人合一的

内涵形象化，与实践教学基地文化建设相结合；将学习宣传中医

药文化与课程思政考核评价相结合。开展中医文化示范实践活动：

如开展康养服务进社区、 防疫香囊送老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

者们走进企业、社区、基层、乡村，送上中医中药专业知识和技

能服务。印制常见疾病预防宣传小册子，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的形式开展预防科普服务等各种实践活动。

（二）实施项目驱动教学法

素质教育的深化发展以及学生培养思政内容的提出、丰富以

及发展，使当代教育朝着更加科学化以及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

当代以生为本的学生培养理念下，教师应积极利用各种如问题引

领下的项目驱动教学等诸多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自身的技能与知

识探究能力，增强其综合个人思想素质和学科思政内容。如在医

学专业思政内容融合中，教师可以从主动探究的角度出发，让学

生主动通过自行预习对应知识的方法，对即将涉及到的医学专业

知识进行科学的理解，从而增强他们的印象，发展与提高他们的

综合素质。例如中医药文化对当代医学起积极作用。从古代文献

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抗疟记载，启

发屠呦呦改用低沸点溶剂提取出抗疟药物“青蒿素”，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到在 2003 年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

以及 2009 年的甲型流感战疫，中医都发挥了其固有的价值，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医药经典文化》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先

提出具体任务：1. 能够简单了解关于中医药文化经典，中医养生

方面的概念和思想。2. 能够科学认知中医养生与中医治病的关系。

之后，教师可以将这些主任务根据学生的能力分为一些小的阶段

性达成任务，如中医养生中的具体思想、中医养生的主要方向是

什么等。在完成具体的分目标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组建一些

合作小组，利用合作小组的方式进入学习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总

结学习阶段。具体来讲通过运用教材内容和教师问题引导的方法，

找寻并获得这些对应任务涉及知识的路径，并由此找到问题答案。

待所有问题都达成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过程评价，让学

生在归纳分析中，对于刚才的技能与知识获取路径以及获取方法

进行总结研究，进而有效优化自己的知识技能获得路径，提升他

们的思政内容。如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医养生提倡早食

常宜早，晚食不宜迟，夜食反多损的原则，提倡合理饮食，不得

铺张浪费，那么大家怎么看？教师可以再次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

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逐步加强对于饮食消费道德的认识，促进

他们正确消费观念的建立。

（三）实施思维导图式教学法

思维导图是当代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师通

过不断地引导和锻炼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增强其思维逻辑水平，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各类学科学习逻辑，

提升其思政教育效果，增强思想道德意识，有效全面系统地完成

对应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与培养。如在教授学生中医临床中的《诊

断学基础》对应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先根据本节课的课堂教学

目标，将一些对应的课堂目标衍生问题写在黑板上，接着引导学

生就这些问题主动地进行扩大研究，并在其中渗透思政教学内容，

让学生逐步掌握对应的知识，完成系统性垂直性知识的全面构建。

在课堂教学完毕后，教师还要引领学生对刚才的学习过程和学习

内容进行回忆，并根据达成目标以及各种延伸性问题进行自我总

结和归纳，从而将技能与知识逐步形成一定的知识脉络，科学形

成对应的思维导图知识图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应对学生就

进行科学引导，利用合理介入的方式来促进学生逻辑思维的发展，

让他们在自我突破中，获得一定的技能与知识。

（四）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素养与能力全面发展

科学的评价体系不仅有助于学生对于医学知识以及思政内容

的融合与理解，深化他们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还能保证他们

学习效益，增强日常培养效果。基于此，教师在进行医学专业思

政内容渗透时，除了要积极采取多元化、多样态的教学方法以外，

教师还应在学生自我发展视域下，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涉及实

施多元化的课程知识技能以及学生素养能力教学评价体系。在具

体设计中，教师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对学生进行考核，

从而保证考核的科学性，有效增强学生思政教育效果。首先是日

常考核，也就是在日常教学中，通过一些简单的测评来科学把握

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和思政培养效果，进而进行针对性的补充讲

解，有效地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

和综合素养。第二种则是期末考评，也就是对学生的内容知识强

度和知识密度进行实际的考试和测评，让学生杜绝日常懒散行为，

加强对于思政内容的掌握。最后就是综合考评，也就是结合日常

课堂学习、课后测评进行综合打分，进而有效科学地帮助学生认

清自己的成长学习位置，有目的地进行努力与发展。

总之，科学的多元化的手段和模式对于医学专业渗透思政内

容有着重要的价值以及意义，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要将中医药

文化思想全方位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思政，有效丰富课程思政内涵。

我们一定要加强对于医学专业教学中融合思政内容培养理念和实

施策略的深度认识，从而科学有效地进行实践以及发展，促进学

生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提高与发展。中医药文化思想与卫生健

康职业院校学生成长成才关系密切，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医药文化自信思想融入卫生健康职业教育课程思政中，会更好地

发挥中医药文化育人功能，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对医学生人文

素质和知识技能提升、核心价值观形成以及医德医风培养将发挥

突出优势。在培养精湛医术的同时，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利用

中医药文化精髓教育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首位，最终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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