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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将思政元素融入外科研究生临床教学的各种方式，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外科研究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培养全面发展、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医学人才。方法：将思政内容融入外科研究生的临床理论与实践教学，采用

与专业内容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教学实践中采用多种不同方式在专业内容中积极灵活地融入思政元素的内容；课中引导同学思

考，互动问答、讨论，课后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视频观看、在线阅读和心得讨论；学习结束后评估教学效果及各种教学方式

优缺点。结果：所有学生均完成学习过程并接受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研究中所用的各种融入思政元素的方法都收到了效果，其

中通过名家讲授的方式被认同的比例最高（100%），通过课外思政读物的方式被认同的比例最低（80.2%），通过举办精品活动（97.9%）

和通过互联网、短视频、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与工具（99%）进行思政教育，也是学生更乐于接受的方式。结论：合理有效地将

思政教育与外科研究生专业教育相结合，能增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职业素养和认同感；在传播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

化地实现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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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开展积极有效的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思政教育，培养

思想素质过硬的专业人才正逐渐成为备受教育领域关注的热门话

题[1]。研究生教育是高校教学的重要一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开

展思政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理论基础与

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

实践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2]。外科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是进行

高水平外科专业人才的培养，而高水平外科专业人才不但要具备优

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应具有良好的品德，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3]。外科研究生阶段教育的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培养学生专业素养、人文精神，并最终为病人服务[4]。将

思政元素融入外科研究生的临床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能增强学生对

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增强职业素养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传播专

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实现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领，将大大提

高外科研究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培养全面发

展、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医学人才。将思政教

育融入专业教学，如何融入、融入多少是关键。少了起不到育人的

作用，多了又会引起学生反感或喧宾夺主，影响专业教学。因此，

探索将思政元素融入外科研究生的日常临床教学，找到切实有效的

融入方法和合理的融入水平，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对象 

以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我科实习的外科研究生为研究

对象。共 96 人纳入研究，男生 52 人，女生 44 人，平均年龄 25.0

±1.0 岁。 

二、研究方法 

将思政内容融入外科研究生的临床理论与实践教学，采用与专

业内容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教学实践中采用多种不同方式在专

业内容中积极灵活地融入思政元素的内容；课中引导同学思考，互

动问答，讨论。课后同学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视频观看、在线阅读

和心得讨论等。并完成“外科研究生临床教学思政教育反馈”的调

查问卷。临床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方法主要有： 

（1）将最新的科学知识和研究进展融入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及职业认同感，增强学生对疾病科学认知的能力和辩证求

实的科学态度。（2）将先进人物、优秀事迹融入教学中，医学教育

强调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向学生传递医学是守望生命的神圣事业，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自豪感。如通过“最美逆行人”的事

迹，讲述医护人员在疫情防控中不畏艰难、舍生忘死的职业道德，

引导学生坚定崇尚科学，珍爱生命的理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3）通过讲授专业历史，让同学体会到行业的发展

和艰辛，医者的骄傲与艰难，坚定学生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将先贤创新求真的科学态度和奉献精神传递给学生。（4）充分发挥

互联网、移动媒体、短视频、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与工具的优势，

更加多元化的将思政内容融入临床教学，使思政内容更鲜活生动，

同时提升专业教学的亲和力。通过超星学习通、钉钉直播、腾讯会

议等辅助教学推送相关视频，组织同学讨论，布置实践作业，与课

上内容相结合，让同学了解临床疾病相关的更多信息，如疾病机理

的研究，药物的研发，新技术的优缺点等，使同学在课后能得到充

分的延展和提高。（5）多结合临床真实的病例，引导学生观察、学

习，培养学生治病救人、以人为本的观念，体会医者仁心、大医精

诚的精神。（6）配合教学内容引导同学分组讨论，提供课外阅读指

导。培养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自我学习能力。（7）邀请医学名

家、知名学者言传身教，帮助同学感受行业魅力和大家风范；定期

举办精品活动，如参加义诊、科普宣传、专业竞赛、创新训练等，

培养学生参与精神和社会责任感。（8）临床教学过程中依据教学内

容灵活适度的融入文化自信教育、社会责任教育、伦理道德教育、

爱国教育、安全科普教育等内容，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

品质。（9）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积极帮助关心学生，教学过程中及

课后多与学生交流，多鼓励带动学生，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 

评估：拟经过一个周期（1-2 个月）的实践后，对学生进行相

关详细的问卷调查，评估各种教学方式优缺点及教学效果，以找到

切实可行的将思政教育融入外科研究生临床教学的方式方法。 

三、结果 

所有学生均完成学习过程并接受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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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用的各种融入思政元素的方法都收到了效果，其中通过名家讲

授的方式被认同的比例最高（100%），通过课外思政读物的方式被

认同的比例最低（80.2%），通过举办精品活动（97.9%）和通过互

联网、短视频、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与工具（99%）进行思政教

育，也是学生更乐于接受的方式（表 1）。 

表 1 思政教育融入方法调查反馈 

融入思政元素

方法 
目的 例数 n（比例%） 

  有用 一般 无用 

新进展 培养创新精神、科学态度88（91.7%）8（8.3%）0(0%) 

先进事迹 
培养社会责任感、正确价

值观 
86(89.6%) 10(10.4%) 0(0%) 

专业历史 
培养职业自豪感和认同

感 
91(94.8%) 5(5.2%) 0(0%) 

多媒体、互联

网 
使思政内容更生动、丰富 95(99%) 1(1%） 0(0%) 

真实病例 
培养医者仁心、以人为本

精神 
90（93.8%）6（6.2%）0(0%) 

课外思政读物 
培养自我学习、反思求知

能力 
77（80.2%）19(19.8%) 0(0%) 

课后分组讨论 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82（85.4%）14(14.6%) 0(0%) 

名家讲授 感受行业魅力、大家风范96（100%）0（0%） 0(0%) 

精品活动 
培养参与精神、社会责任

感 
94（97.9%）2（2.1%）0(0%) 

传统文化、爱

国教育 

增加思想道德修养、爱国

心 
84（87.5%）12(12.5%) 0(0%) 

心理辅导 培养积极乐观心态 79（82.3%）17(17.7%) 0(0%) 

外科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专业医

学人才[5]。我们在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的同时，对于学生职业精神、

思想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培养也决不可忽视[6]。两者应相互结合、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思政教育如何有效实行，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

要，如何与相关专业知识的传授相结合，如何与实践问题相结合，

这些都是我们将要面临和探索的问题。本研究探索了将不同思政元

素融入外科研究生临床专业教学的方法，并总结了各种方法的优缺

点及学生的接受程度。为思政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有利于后续关于思政教育推进的深化，有利于帮助提升研究生

教育的内涵和水平。 

当前外科研究生教育仍存在很多问题。部分研究生思想缺乏正

确的引领。外科研究生成长环境优越，信息接触庞杂，思想行为和

价值观多元化，同时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还不成熟完善，

多数时候会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平时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如果遇

到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与老师或他人沟通，一些人很容易出现思想

人的偏差，甚至出现极端的行为。近年来我国高校内类似的情况时

有发生。一些研究生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明辨是非的

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问题，很容易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一蹶

不振、自暴自弃。甚至还会受到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如：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缺少对国家、对民族、对

社会的无私奉献精神[7、8]。同时，我们注意到传统的研究生思想

教育工作已不能有效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研究生普遍缺乏思政理论

课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很难认真的投入思政教育的学习，导致外

科研究生思政教育水平与专业教育水平严重失衡，对培养全方面发

展具有赤诚奉献精神的高水平专业人才的目标的完成极为不利

[9-11]。此外，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外科研究生

为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择业方面片面追求高薪，以

满足个人利益为唯一标准，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无人问津。

这些问题的形成多数源自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没有有效结合实际，

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改革创新研究生思政教育方法，更好的将思政

元素引入外科研究生的临床教育日益紧迫。外科研究生的思政教育

与临床专业教育脱节。一方面，以往外科研究生授课教师更专注于

专业知识的传授，专业技能的指导，对学生人文思想管理，心态情

绪疏导，健康积极生活态度等方面关注较低[12]。另一方面，我国

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开展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时，往往会将工作重心

放在理论教学方面，与现实问题缺乏结合，使理论空洞化[13]。如

果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将临床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相结合，不但可

以使思政教育更加切实有效，达到润物无声，培养人提高人的目的，

也可以大大激发外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临床专业教学的质

量。 

我们尝试了多种将思政元素融入外科研究生的专业教学过程

的方法，在实践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方法在具有不同优势

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向学生讲授新进展，有

助于开阔学生视野，鼓励创新精神，但学生容易被新奇吸引，忽视

其中的精神内涵，教师应注意引导。先进事迹的介绍，有利于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价值观，但容易流于表面，难以的得到

学生的共鸣，使用身边的先进事例效果更好。介绍专业历史可以帮

助学生了解行业早期的艰辛发展，培养职业自豪感和认同感，学生

更感兴趣，但囿于教学时间有限，往往浅尝则止，学生难以全面了

解，教师应注意内容的选取和构建。互联网、多媒体教学直观生动，

内容丰富，学生接受度高，但内容庞杂，知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需

教师仔细甄选。真实病例使学生们更希望接触的内容，与专业授课

更容易结合，但融入思政元素易生硬，教师应灵活把握。布置课外

思政读物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的能力，教学更省力，但完成度及

效果较差，需要配合必要的反馈方式。课后分组讨论能有效培养学

生的团队意识，但想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有合适的内容和正确的引

导。名家讲授让同学们感受大家风范、行业魅力，见贤思齐，学生

们接受度更好，但实施难度和频率有一定限制。精品活动可培养学

生参与精神及社会责任感，但组织协调更费时费力，对成本及教师

的要求较高。临床教学过程中依据教学内容灵活适度的融入文化自

信教育、社会责任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爱国教育、安全科普教育

等内容，可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但教师应注意度

的把握，过多、太生硬或者过刻意，易引起学生反感。心理辅导可

帮助教师及时把握学生思想，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心态，但对教师素

质要求较高，当代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独立性较强，应注意方式方

法。 

在高等教育中加入思政元素是近年来教学改革的趋势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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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在专业授课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引入思政

内容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教师应当意识到不同方式的优缺点和适用

环境，灵活主动、潜移默化、有意识和有步骤地引导学生，克服传

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创造更加合理有效平衡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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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营造优良传统文化教育的空间环境 

一是通过运用校园报、校园广播、宣传资料展板等现有的校园

网络资源，积极发展学校作为中华优秀地域文化教育的适当传播阵

地，并结合网络媒体等现代教学传播手段，在校园内建立了传播中

华优秀地域文化教育精神的良好氛围。二是学校的各社团、学生会、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等，可以利用学校定期定点举办的优秀地域文化

教育专题讲座、问答比赛、阅读感受交流会等，培养学生对学习良

好优秀地域文化教育工作的浓厚兴趣，充分调动了学生在学习我国

优秀地域文化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让优秀地域文化教育扎根在

广大学生的政治思维和生活行为规范之中。三是要在传统节日时期

做好对学生的优秀地域文化教育工作，使学生认识不同地域传统节

日的历史渊源，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另外，除学生的

校园实践活动之外，要加强学生优秀优秀地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

比如，强化职业院校与地方的联系，给学生创造开展社会学习活动

的机会，允许学生进行游览、调研、实地考察、与当地民间艺术家

沟通等，并做出详细记录，让学生更切实地将中华优秀地域文化的

道德精神铭刻于心，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结束语： 

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

需要，职业院校承担为社会输送有理想、有信仰、有技能、有创造、

有责任、有贡献的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任。在教学中，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研究应当同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变革相结

合。在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新的形式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有

利于缩短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距离，有利于教育内容、教育载体

和教育环境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对传播优秀地域文化产生浓厚的

兴趣和钦佩，增强对家国情怀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

想意识和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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