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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医学生承担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使命，有效的

思政教育可助力医学生形成崇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感；借助仪式教育开展医学生思政教育，可强化医学生

的人文素养和道德素养，为医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因此，如何在仪式教育视域下，采取行之有效的

策略开展医学生思政教育，是相关教育者必须深度钻研

的关键课题。

一、仪式教育视域下，分析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1. 强化医学生的职业认知

在三全教育背景下，医学生思政教育价值的实现要

求教育工作者深度钻研活动内容、灵活创新活动形式，

而仪式教育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种教化工具和

认知工具，可将传统说教式的思政教育转化为身临其境

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助力医学生在参加诸多蕴含思

政教育内涵的仪式中，完成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的转

变，从而升华职业认知、强化职业认同感，并将其落实

生活工作实践中，实现思政教育目标。

2. 强化医学生的规范意识

医疗工作及行为具备极高的规范性，背离医疗规范

极易引发医疗事故、损害医患双方利益、恶化医患关系。

因此，医学生思政教育和医疗人才培育的重心在于培育

规范意识，而仪式作为社会秩序的再现和浓缩，是凭借

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关系功能的社会活动，在仪式教育下

开展医学生思政教育，可凭借对秩序观念的内化培养实

现对规范习惯的外化养成，强化医学生的规范意识，规

范其医疗行为，为其职业成长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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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医学生的职业道德

仪式教育是当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医学院校可借助

一定的程序、规范和仪式将医德教育核心内容、情感、

理念和价值寓于可知可感的详细符号中，在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中影响医学生，提高其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

从而获取春风化雨的医德教育成效，在医学生未来工作

中发挥关键的职业升华、道德强化和精神引领价值，促

使其在未来工作者中合理处理医疗社会关系、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为患者提供春风化雨的医疗服务 [1]。

4. 强化医学生的职业信仰

仪式教育可给予参与者丰富的情感体验，引发其情

感共鸣，并将情感体验沉淀于参与者内心，以便在其重

复体验、揣摩中升华，成为其工作生活的持续源动力。

因此，在仪式教育下开展医学生思政教育者，可助力医

学生构建坚定崇高的职业信仰和专业精神。

二、仪式教育视域下，分析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就医学生思政教育而言，仪式教育包括人文教育和

医学文化内涵，在医学生职业发展和成长中发挥着日渐

关键的价值，已被广泛运用于医学生思政教育中。

但是，医学院部分教育者缺乏对仪式教育的深刻认

知，欠缺创新意识，致使仪式教育活动过于枯燥、过于

刻意，过度重视舞台效果、场地布置和仪式宣传等，忽

视仪式教育的文化内涵和思政教育功能；部分医学院组

织的仪式教育内容单一、流程常规化、固化、过度追求

形式功能，呈现“去教育化”的形式主义趋向，难以助

力医学生领悟仪式教育的思政教育功能，极易引发医学

生的抵触情绪和反感情绪，从而难以实现仪式教育的思

政教育目标，致使仪式教育失去意义；部分医学院的仪

式教育以教育者为中心，以说教环节为关键，忽视医学

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因此，医学教育者必须深度认

识仪式教育、深度认识仪式教育之于思政教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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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整体与个体，积极创新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借助

仪式教育的紧张感、庄重感和仪式感，在潜移默化中向

医学生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医学生对仪式教

育的认同感，强化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仪式教育视域下，分析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

1. 组织多样化的班级活动，实现师生相长

基于医学生思政教育诉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诉求，医学教育者需立足仪式教育，以实现国家强盛、

民族昌盛为目标，组织极具仪式感和庄重感的社会实践、

文体娱乐和团队建设等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推动医学

教育工作者思政教育能力和医学生思政修养的成长，实

现师生相长。比如：教育者可结合时代特征，以 BBS、

微博、微信、QQ 等社群软件为载体，组织网络仪式教育，

灵活运用时尚语和流行语，将仪式教育转化为平常微言，

实现思政教育目标；在“护士节”等医学纪念日，组织

医学生展开“我为护士偶像点赞”、“我为 XX 点赞”等活

动，引领医学生学习优秀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精神

品质，促使其积极探索医学知识，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2. 践行以人为本教育观，培育医学生的职业道德

“以人为本”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基础原则和价

值取向。因此，在仪式教育教育下，医学教育者组织思

政教育活动，必须践行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以医学生的

个体差异性为参考，创新仪式活动内容和形式，凭借特

定的氛围增强医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 [3]。第

一，教育者可引领医学生全程参与仪式活动的设计、准

备、组织和后期完善等环节，并高度尊重医学生的责任

意识和主体意识，促使其在设计环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创新仪式活动内容和形式；在仪式活动中充分彰显

仪式教育的体验性、实践性和心理暗示功能，以现场互

动等形式，引领医学生融入情境，满足其差异化诉求。

第二，教育者在仪式设计环节，需遵循“因势而新、因

时而进、因事而化”的原则，构建兼具渗透性和感染力

的文化场域，引领医学生主观建构客观情境。比如：在

疫情时期，教育者可组织宣誓仪式，在宣誓过程中强化

医学生的职业自豪感和使命感，促使其积极参与志愿活

动，为疫情贡献力量。

3. 深化生命教育，推动医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生命教育即全人教育，贯穿个人从生到死的全过

程、全方位，关乎个人发展与成长、关乎个人生活与生

存、关乎个人价值与本性。生命教育的目标在于助力个

人全面展现生命的善、美和爱，为世界、为社会彰显自

我风采。因此，在仪式教育下，医学教育者必须深化生

命教育，高度尊重医学生的生命价值，关注医学生的个

性发展，推动其和谐、自由、健康地成长。以“大体老

师默哀仪式”为例，医学教育者可综合志愿捐献者的照

片、基础资料、个人经历、医学生感悟与体验、遗体捐

献的文献资料和理论等，建构德育数据库、德育平台，

引领医学生领略“默哀仪式”的德育价值，借助“大体

老师”大爱大义、无私奉献的行为引发其对生命的敬畏，

强化医学生的职业信仰。

4. 以思政育人规律和医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为参考，

建构管理机制

仪式教育中，医学院教育者必须立足思政育人规律

和医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以医学生的内在价值和个体生

命为中心，构建思政教育生态评价机制和仪式教育管理

价值。第一，教育者需立足医学生思政教育规律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诉求，构建严谨、科学的思政教育

生态评价机制，作为评价医学生思政修养的关键参考，

作为管理仪式教育活动、实现仪式教育活动思政教育功

能的关键指导。第二，教育者需立足医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和发展诉求，构建严格的管理、监督和奖惩机制，有

机融合小组教育和仪式教育，引领医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在仪式教育中深度合作、互相监督，强化思政教育价值；

同时，借助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引发医学生积极参与

仪式教育活动，并丰富仪式教育形式，提升思政教育成

效。比如：教育者可将书写检查、创新仪式教育形式、

组织仪式教育活动、服务同学等作为惩罚，从中提升医

学生的思想品质，助力其深度认识仪式教育和思政教育

价值；可将荣誉表彰、团建活动等作为奖励，吸引医学

生积极参与仪式教育活动，从而强化其职业道德。

四、结束语

一言以蔽之，在新的教育态势下，医学教育工作者

必须深度钻研仪式教育理念，并以仪式教育为宗旨，以

医学生为核心，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诉求

和思政教育诉求为参考，组织多样化的思政教育活动，

提高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其职业成长

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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