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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思政教育融入医学教育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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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学教育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既有与普通高校相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又肩负着培养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及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素质的医务工作者的重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疫情全球规模蔓延及最终确诊中，

让病理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病理学课程思政实践，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有效提升，明确教师在新时期进行教学改革的方向，

增强学生治病救人职业精神，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等，探索了疫情之下将思

政教育融入医学教育的有效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医学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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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
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1]。医学院校单靠开设思政课程已
不足以满足当前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的需要，急需将现有的
医学课程向课程思政进行转变，开启“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模式。根据全国教育大会、《教育部关于印
发 <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 的通知》和《中共陕
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 全面推进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 > 的通知》文件精神，课程思政是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举措，医学教育必须把立德树人作
为根本任务，把医德培养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医学
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引导医学生将维护和促进人
类健康作为自身职业责任，重视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培养
医学生关爱患者、敬畏生命的职业操守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能力。

2019	年	12	月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	V-2) 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 (COVID-19)[2]。WHO 已宣布 SARS-Co	V-2 爆发为全球
大流行并截止 2020 年 8 月 8 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达	
19187943 例。为准确、迅速检测	COVID-19	而研发高效抗
体检测试剂盒、控制新冠疫情全球规模蔓延及最终确诊中，
病理学发挥了其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稳定中极其重要的
作用 [3]。结合“用专业课程之体，载思政教育之魂”，在专
业课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间有效结合；让病理学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因此，笔者以专业基础课《病理学》为例，进行了
整体设计并实践。

2 医学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必要性

医学教育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既
有与普通高校相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又肩负着培养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及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素质的医务工作者的重任。病
理学介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一门桥梁课程，病理诊
断也是临床肿瘤性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其蕴含的人文精
神和伦理问题是医学生必须具备的。古代圣贤孔子，是中国
最早的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家 [4]。把德育体
现在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中，贯穿于各科教学中。习总书记
延续改进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强调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
用，形成了思政课堂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育人
新格局。

在病理学教学过程中，必须重视课程思政学生社会责

任感、职业道德的培养，积极塑造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在疫情期间新冠患者的遗体捐献给国家医疗事业做研究，其
中器官的病理诊断研究中所获得的医学诊断价值，值得我们
敬畏 ! 其中对逝者和家属的人文关怀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
仅需要培养学生“医者仁心，医者仁术”，还需要培养学生
学会尊重生命、关爱患者，让学生能够真正认识到医学生誓
言里所宣誓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
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
于人民，恪守医德……”! 因此，在新时代医学教育课程与
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模式下，培养医学生关爱伤病、敬畏
生命的职业操守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5]。病理学教育
教学过程中融入医学人文教学素材培养“仁心仁术”的医者，
正是医学教育的初衷。在该课程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素质培
养，可使医学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培养相得益彰，最终将医
学生培养成“科学脑、人文心，有技术、有温度”的德才兼
备应用型医学人才。

3.“课程思政”改革的基本思路

将疫情之下思政教育之“盐”，溶入病理学教育之“汤”，
把医学生人文精神培育作为病理学教学的一个着力点，将医
学科学与人文相融合。根据病理学课程特点，在病理学教学
中融入医学人文教育，加强师资力量，提升授课教师人文素
养，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学生；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润物
细无声地将医学人文教育融入病理学教学课堂；构建医学人
文教育网络平台和社会实践，完善医学人文实践育人；丰富
学生文化生活，营造良好人文环境，通过病理学的课程思政
的实践，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明确了教师在新
时期进行教学改革的方向，减少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
不良行为，为学校营造了更好的教育环境，从而进一步促进
医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符合社会发展和德才兼备的
医学合格人才奠定基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4. 医学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相结合主要方法

4.1	研究对象
以“润物无声探究式 - 小班化”为主，选取我校 2021

级护理本科班作为研究对象，采用“CBL+PAD”为中心的
全新情境模拟教学方法，将疫情之下思政教育之“盐”，溶
入病理学教育之“汤”在课堂中进行实施。

4.2 主要方法
4.2.1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将疫情之下思政教育之“盐”，

溶入病理学教育之“汤”中
4.2.1.1	将爱国主义和人文精神之“盐”，溶入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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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汤”中
有意识地在教学设计中引入我国科学家在病理学研究

中取得的成就，引导与教育学生向科学家们学习坚持不懈探
索的科研精神，并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升学生的爱国情
怀和崇尚科研的热情。一是在课程教学中引入医学人文教学
案例，案例必须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另外必须注意更新最
新的案例，恰当的教学案例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够
进行素质教育。例如在病理学开学第一课讲授病理学发展历
史时，介绍南宋时期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集录》对
尸体解剖有着详细的论述，对病理学和法医学发展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在新冠肺炎病理诊断项目中介绍我国疫情期间奋
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医者精神。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医
者精神，是医学工作者必备的自身条件之一，只有坚持不懈
地进行科研及视病人为亲人才能真正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高
素质复合型医学人才。

4.2.1.2 将尊重生命和关爱患者之“盐”，溶入病理学
教育之“汤”中

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是维护科学认识和正确判
断的基本条件 [2]。医学是关乎生命的学科，医生对生命的重
视决定了患者的生存与死亡，也间接决定了患者的家庭幸福
指数，如果医生漠视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就无法承担起治病
救人的重任。我们在讲授绪论中病理学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尸
体解剖。病理学亦称为病理解剖学。此时，应首先强调遗体
捐献是为医学事业乃至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的巨大贡
献，要告诫学生对尸体的尊重，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学生感
受到生命的意义，从而开展生命教育。

4.2.1.3 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之“盐”，溶入病理学
教育之“汤”中

甘于奉献，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观是每个医生必须具
备的。培养对病人的责任感和对社会的使命感以及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在讲授疾病病理变化
时，虽然医学生学习病理大体形态和镜下变化时是静态的病
变，但实际上临床每一例病人的临床过程各有特点，没有穷
尽，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也需要保持动态的观点。只有不断且
认真学习疾病的基础知识，学习疾病的定位、定性诊断知识，
才能在临床上更准确地诊疗病人，以不负性命相托的重任。
也强调了广大师生不断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牢记健康所系，
性命所托，用精益求精的医术，仁爱博爱的胸怀，勤劳勤勉
的学习态度，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4.2.1.4 将科学严谨和职业责任之“盐”，溶入病理学
教育之“汤”中

当前，医疗事故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可能与少数医务
工作者缺少科学严谨的态度或职业责任感不强有关。无论是
科研还是临床上只有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才能最大限度避
免实验误差和医疗差错。在讲授良、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时，
告诫学生，必须严谨、客观、公正。因为良性肿瘤如果被诊
断为恶性肿瘤，甚至进一步化疗治疗，那对生命的损伤将是
不可挽回的；	而恶性肿瘤若诊断为良性肿瘤，也会延误患
者的治疗，从而失去了早期诊断以及最佳的治疗时间。但也
要强调某些癌前病变，虽然是良性病病变，如绒毛状腺瘤、
溃疡性结肠炎，这些和恶性肿瘤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检查
出这些疾病，应尽快治疗，防止恶化，并做好随访。

4.2.2 言传身教，将专业授课教师自身人文精神榜样之

“盐”，溶入病理学教育之“汤”中
提高专业授课教师人文素养，既可有效弥补人文教师

不足和课时有限等问题，也可实现人文教育融入专业知识的
横向渗透。医学生在医学教育阶段，与专业课教师接触最多，
有着良好医德修养和医学人文素养的专业课教师会对学生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病理学教师是医学生入校面对的第一批
专业课教师，其表现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医学专业的印象，对
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因此，病理课教师需要提
高自身人文素质，持续完善人文知识储备，主动关注并了解
与人文、伦理有关的医疗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
识的同时，能够思考其中所蕴含的医学人文精神和伦理知识。

4.2.3 完善医学人文育人实践，将医学人文网络教育平
台之“盐”，溶入病理学教育之“汤”中

依托我校蓝墨云班课平台 , 构建人文素质网络教育平
台，制作学生感兴趣的人文素质教育主题活动，不断完善医
学人文教育实践。定期召开医学人文教育教学研讨会，邀请
临床医生、思政课教师共同探讨，分工收集相应的医学人文
教育教学素材，并进行二次整理、研讨、优化，最后将新产
生的人文教学案例素材上传至教研组和蓝墨云班课平台学生
端；同时让学生深入临床实践，实现线上线下疫情之下思政
教育之“盐”，溶入病理学教育之中。

综上所述，通过病理学的课程思政的设计和实践，医
学生人文精神培育作为病理学教学的一个着力点，将医学科
学与人文相融合，可使医学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培养相得益
彰，最终将医学生培养成“科学脑、人文心，有技术、有温
度”的德才兼备应用型医学人才。通过病理学课程思政实践，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有效提升，明确教师在新时期进行教学改
革的方向，增强学生治病救人职业精神，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等，探索了
疫情之下将思政教育融入医学教育的有效路径，从而进一步
促进医学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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