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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课程思政教育环节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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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医学院校以《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类课程为载体推进“课程思政”教学，契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需求，

但课程难度大，在有限课时内兼顾教学质量与思政教育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从《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课程的特点出发，

从教学的各个环节入手，针对如何寻找社会责任感的切入点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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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三观的重要阶段。但是目前，学

生所处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加之当前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里面形形色色的信息都会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冲击。因此，在如

此特殊且复杂的形势下，对高校青年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存在着

很大的研究意义。目前，将思政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之中已经

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将其与《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

课程进行结合，构建协同育人体系是大势所趋。医疗器械的质

量安全与患者的生命安全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对其进行评

价与检测是保证医疗器械安全使用的重要途径。在本课程之中，

教师除了帮助学生学习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的基本指导原

则和评价程序、试验方法原理、临床试验设计、常用统计学方

法及合理应用之外，更要让学生增加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特征，尤其是临床试验设计、

常用统计学方法及合理应用。

本课程介绍的内容专业性较强，且紧跟本课程所在领域的

发展方向。因此，在本课程授课中，教师一方面培养学生分析

并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则是从教学的各个方向来挖掘融入

社会责任感的途径，进而从最基础的教学来带领专业课程的提

升。

一、《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课程教学的特点

《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课程内容涉及知识面广，交

叉了医学、化学、材料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难度大，

尤其对于缺乏临床经验的工科学生，《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

价》评价指标蕴含的临床意义，通常是理解的难点。在记忆、

理解、实践的学习强度较大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时内，要兼

顾思政学习、保证学习质量，给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解决这一问题，亟待找到合适的课程思政融入点和融入方式，

使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互相促进，化解课时限制和

学习负担的双重矛盾，达到“1+1 ＞ 2”的教学效果。因此，《医

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课程思政融入点的挖掘、建设和教学

应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于课程环节特点挖掘思政融入点

（一）课堂讲解

1. 将现代《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知识点与社会责任

感相结合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主要是指让学生自觉承担起对于

人、社会以及国家的相应责任与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

是指在青年学生身心特点以及智力的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的思

政教育工作，让学生在实践之中自觉履行自己的责任，并且符

合相关道德标准的要求。高校青年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开展

强国战略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人才保证。高校教师需要秉持乐于

奉献教书育人的理念，为青年人才培养以及新时代社会发展贡

献自身的知识以及才能，进而将社会责任感的理念深深地植入

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例如，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适当采用了冠脉支架的研发

案例。在 20 世纪的 90 年代，心血管支架在全球的使用数额增

加迅速。发达国家全部依靠国内的研发，但是中国在使用该

产品的时候只能够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高昂且数量较少。为了

降低患者的负担，国内许多科研人员走上了自主研发心血管支

架的道路，立志要做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心血管支架。在过去的 

40 年，国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技术在不断进展，

从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到金属裸支架（BMS），到

新一代药物洗脱支架（DES），随着这 3 次技术革新，明显降

低了支架内再狭窄，提高了临床疗效。为了解决金属的永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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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再狭窄、血栓和对患者心理上的影响的问题，心血管支架

迎来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生物可降解支架（BRS）。通过回

顾心血管支架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增强专业素养，

另一方面也能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勉励学

生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有勇于探索、锲而不舍、严谨细致的科学

精神。

2. 多样化的学习模式

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外，可以在课堂中以小组讨论或观

看微电影等形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结合热点话题、科

学家故事、生活案例等把社会责任感融合到专业知识的讲授

之中。把责任感元素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时，要把握两方面

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素材的选择，应该努力做到：选材要精，

故事案例不能太多，否则就会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选择的

内容要紧扣教学内容，并能很好地阐释教学难点，最好事先

编辑成影像片段或微电影；选材要经常更新。其次，是关于

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要努力做到：对于故事和影片类的素

材，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和排练工作，控制好表达的时间，3

分钟以内最好，原则上不超过 5 分钟。相比较于枯燥无味的

文字说明，纪录片中包含深情的解说，更能打动学生们，让

他们内心涌起对中国科学家们身上那种强烈的民族责任心、

高度的国家使命感的敬仰，让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情感在

他们的心中久久激荡。

（二）课后实践

课堂教学的时间非常有限，精心设计组织好学生的课后学

习活动，才能达到学深悟透的效果，因此在传统的课后思考和

练习题基础上，我会设计一些扩展学习内容，比如让学生模拟

国家医疗器械评审中心评审专员的工作，让学生们去分析和评

价某一具体医疗器械案例，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延伸到学生的课

后实践中，向着实现“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目标努力。

在课上与课下双管齐下的状态中，学生们必定会被一个个具有

高度责任感的医疗器械评审专员所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教学环节思政融入点的探讨，对于课后自主了解环

节，思政元素的切入机会多，案例资源丰富，时间充裕，是目

前主要的融入载体。然而，课堂讲述环节才是《医疗器械安全

有效性评价》课程的主体，也是学生注意力最为集中、效果最

好的时间段。从上述分析可见，整个教学环节仍然有良好的思

政基础和可挖掘的空间。因此，在今后推进《医疗器械安全有

效性评价》类课程的“课程思政”过程中，如何结合医科院校

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背景特点，探索卓有成效的教学手段，将

社会责任感的教育深度融入教学环节中，将是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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