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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儿科学中的教学改革探索 
丁利利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十九大“健康中国”建议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落实立德树人培育方向，为国家培养合格的高质量临床专业
人才。儿科学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课，在加强思政教育改革中，必须走在前面，发挥起引领作用。基于学校的响应号
召，儿科学课程设计合适的人文思政教育实施措施及教学方法，确保儿科学的教学更好地开展思政教育，为国家培养质量更高的德
才兼备的儿科临床工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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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于 2017 年底提出了课程思政，[1]“课程思政”的实质是

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实现隐性教育，将习近平总书记指导的高校思
政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以及各方面[2]，达到育人目
标。《儿科学》课程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必须发挥专业课
在思政教育中的引领作用，让学生在学到专业知识的同时，懂得蕴
含于知识之上的家国情怀、政治认同、人文素养、法治意识、爱婴
观念、医者仁心等，促进儿科学认知体系形成和思维方式的培养，
实现教书育人的目标。[3]为后期学生的临床工作打下思政基础。 

一、完善儿科学教学大纲教学体系 
《儿科学》是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二级学科，课程内容与临床病

例密切相关[4]。本课程共 64 学时，教学内容包括理论 60 学时，实
验 4 学时。为确保每节课都涵盖思政要素，我们在挖掘思政要点前
先精心设计教学大纲，优化学时分配，将整个儿科学课程知识内容
分为儿童生长发育、儿童预防保健等 16 个知识模块，然后以这 16
个知识模块的教学内容为依托，以思政教学目标为指导，挖掘课程
中的思政元素，共确定思政元素 32 个。 

二、确立儿科学课程思政目标 
本课程围绕临床专业育人目标，在思政教育上要达到以下目

标。围绕儿科学的发展等课程内容增强政治认同，坚定党的领导，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文化自信，开阔国际视野；
围绕结核病等内容培养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担当临床医
师社会责任，树立民族自豪感，寻求新时代追求；围绕新生儿窒息
的治疗等内容提高人文素养，讲求医者仁心，强化临床科学素养，
增强个人心理修养；围绕先天性心脏病等内容树立法治意识，培养
法治认同感，树立临床法治思维，培养遵守规则、依法办事意识；
围绕唐氏综合征等内容提高道德修养，树立医德医风，建立家庭美
德，树立个人品德。见表 1： 

表 1 儿科学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章节（模块） 课程内容 课程思政元素 

模块 绪论 儿科学的发展 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模块二 生长发
育 

生长发育行为问题 建立和谐、友爱的家庭环境 

模块三 儿童保
健 

儿童保健的措施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模块四 儿科疾
病诊治原则 

药物治疗原则 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 

蛋白质-能量营养
不良 

超功利的价值观，明理守法的
美好品德 模块五 营养及

营养障碍性疾病 维生素 D 缺乏性佝
偻病 

讲究公共卫生、保护生活环境
的美德 

新生儿特点 增强爱婴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新生儿黄疸的治疗 
通过中国传统医学增强文化自

信 
模块六 新生儿
及新生儿疾病 

新生儿窒息的治疗 提高科学素养 

模块七 免疫系
统疾病 

过敏性紫癜临床表
现 

培养医者仁心精神 

模块八 感染性
疾病 

寄生虫病：蛔虫病 
树立全民健康意识，承担积极

宣教责任 

结核病 
激发学生民族自信，树立大医

精诚精神 

急慢性胃炎 树立“健康中国”的理念 模块九 消化系
统疾病 小肠结肠炎 提高法律意识 

支原体肺炎 讲究公共卫生积极健康宣教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培养学生高尚医德和为患者负

责的态度 
模块十 呼吸系

统疾病 

新冠肺炎 
培养学生健康宣教意识，树立

职业精神 

先天性心脏病 
培养学生医者仁心、仁心仁术

的精神 

病毒性心肌炎 增强爱婴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模块十一 心血

管系统疾病 

儿童心脏移植 
培养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

的精神 

儿童排尿控制 实现人生价值 模块十二 泌尿
系统疾病 肾病综合征的治疗 仁爱之心对待患者 

缺铁性贫血 坚定理想信念 

溶血性疾病 培养社会责任感 
模块十三 造血

系统疾病 
急性白血病 形成良好辩证思维和科学态度 

小儿惊厥 培养国际视野 模块十四 神经
系统疾病 急性细菌性脑膜炎 培养科学素养 

生长激素缺乏症 培养学生的医德医风 模块十五 内分
泌疾病 唐氏综合征 仁爱之心对待患者 

三、围绕“儿科学”知识模块，挖掘课程思政教学素材、
确定教学实施建议 

课前，我们发布学习任务，同时将思政素材发布到学习通，学
习任务内容包括任务清单、知识要点梳理与问题等，这样就为学生
提供了清晰的自学路径，确保完成的可操作性。课中，通过课堂面
对面讲授，教师将设计的思政内容融入知识点的讲解中，并在讲授
过程中注重言传身教，实现教书育人。课堂活动环节部分，我们根
据课前的教学设计与素材，采用讨论、扮演、观看等模式进行师生
间的互动，让学生切身感受思政教育。课后，教师发布作业供学生
巩固练习。作业形式一般设置开放的思考问题或论文形式、作品设
计等；作业内容紧贴思政及儿科学知识内容，形成知识的建构及思
政的内化。典型的教学素材如下：见表 2。 

表 2：典型的教学素材 
课程内容 教学实施建议 

儿科学的
发展 

通过观看视频与小组讨论的方法，播放不同时期形成的书
籍代表视频，课上分别由小组汇报，引导学生感受先贤的
人格魅力与道德情操，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培养

学生家国一体的民族意识。 

生长发
育行为

问题 

采用讲授法，讲到儿童常见的发育与行为问题时，播放不
同行为问题视频，分析发病原因，强调家庭环境在整个儿
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引导学生建立和谐、友爱

的家庭环境。 

儿童保
健的措

施 

采用讲授法，讲到儿童保健的措施时，播放当我国妇幼保健机构
在儿童保健工作中的作的各项努力，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社

会的认同感，引导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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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
疗原则 

采用小组讨论方法，讲到儿科药物用药原则时，讨论儿科
禁忌谨慎用药的种类，并讨论误用禁忌药物会给儿童成长
带来的后果，培养学生救死扶伤，不辱使命、尊重患者的

医德医风。 

蛋白质-
能量营
养不良 

采用小组讨论法，讲授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的预防时，
讨论三聚氰胺奶粉致小儿发育障碍事件，培养学生尊重生

命、明礼守法、正直善良的美好品德。 

维生素 D
缺乏性
佝偻病 

采用小组讨论法，通过观看视频大气污染现状，讨论大气
污染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尤其对小儿佝偻病发病的影响，
培养学生讲究公共卫生，保护公共环境的社会公德感。 

新生儿
特点 

采用讲授法，讲授早产儿特点时播放不同早产儿图片，加
深学生对早产儿特点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爱婴意识，增强

社会责任感。 

新生儿
黄疸的

治疗 

采用讲授法，运用材料茵栀黄治疗黄疸的作用机制，讲授
茵栀黄在治疗小儿黄疸中的特殊作用，培养学生对中医药
独特理论、治疗体系的自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增

强文化自信 

新生儿
窒息的

治疗 

采用讲授法，播放正确的海姆立刻急救法，并纠正传统错
误的抢救措施，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用科学的

方法解决问题意识。 

过敏性
紫癜临
床表现 

采用讲授法，过敏性紫癜临床表现分型表较多，结合案例
分析加深对临床表现得了解，培养学生救死扶伤、医者仁

心的精神。 

寄生虫
病：蛔虫

病 

通过阅读学习几则材料，引入寄生虫病小节中的蛔虫病，
引导学生回忆自己幼年时是否有服用驱虫药的经历，结合
材料学习蛔虫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和诊断治疗，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树立学生“全民健康”的意识。 

结核病 
通过阅读学习几则材料，提醒学生结核病一直在我们身

边，近二十年，中国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 

急慢性
胃炎 

采用讲授法，播放幽门螺杆菌知多少的视频，培养学生养
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增强儿保知识，积极健康

宣教。 

小肠结
肠炎 

采用小组讨论方法，引导学生要注意全方位考虑可能出现
的突发情况，患儿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培养学生冷静、客

观和担当能力。 

支原体
肺炎 

阅读学习材料，引导学生总结支气管肺炎发生的条件、病
因，树立医学生的健康宣教意识，勤通风、勤洗手、不聚
集。培养学生讲究公共卫生，保护公共环境的社会公德感

急性上
呼吸道

感染 

采用小组讨论法，分析医学生在真正面对疾病的时候应该认证思
考，对患儿要进行最准确的治疗，不可为一时的表面效果盲目开
药，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医学生与家属的沟通

能力，尊重生命、明礼守法、正直善良 

新冠肺
炎 

采用小组讨论法，先阅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患儿案例，讨
论为什么儿童从一开始的不易干人群发展为易感人群，并
呈现上升趋势。引导学生讲究公共卫生，减少聚集，对患

儿加强护理等要素。树立学生的健康意识和职业精神 

先天性
心脏病 

通过阅读学习材料，了解我国的呵护童心，筑梦行动，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公益救助活动。引导学生了解先天性心脏
病并非不治之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简单先心病的手术
成功率已经接近 100%。培养学生医者仁心的精神和奉献

精神。 

病毒性
心肌炎 

采用讲授法，讲授病毒性心肌炎临床特点时播放不同病毒
性心肌炎图片，加深学生对病毒性心肌炎临床特点的认

识，培养学生的爱婴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儿童心
脏移植 

采用讲授法，运用材料学习环孢素在器官移植中的重要作
用，培养学生学习科学巨人敏锐的洞察力和探究真理的精

神，认可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儿童排
尿控制 

采用讲授法，结合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运用材料训练儿童自主
如厕的时间，讲授儿童泌尿系统的生理特点，培养学生在社会生

活实践中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肾病综
合征的

治疗 

采用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运用糖皮质激素能否长期使
用这一材料，讲授糖皮质激素在肾病综合征治疗方面的应

用，培养学生树立医者仁心的优良品德。 

缺铁性
贫血 

采用讲授法，运用缺铁性贫血的儿童的图片，讲授缺铁性
贫血的病因及临床表现，培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用所学

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溶血性
疾病 

采用讲授法，运用材料新生儿溶血性黄疸，学生讨论出现
黄疸的病因，讲授溶血性贫血的临床表现，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急性白
血病 

采用讲授法，运用材料鼻出血是否一定是血液疾病，讲授
出血性疾病的诊断，通过实验室检查才能确诊，培养学生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素养。 

小儿惊
厥 

采用讲授法，运用材料白血病发病率高，讲授白血病的临
床表现及治疗，结合国际上先进的治疗方法讲授，培养学

生的世界眼光、国际视野。 
急性细
菌性脑

膜炎 

采用讲授法，运用小儿惊厥的短片，讲授小儿惊厥的临床
表现及临床特点，培养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

遵守科学伦理。 

生长激素
缺乏症 

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运用细菌性脑膜炎这一案例，
讲授急性细菌性脑膜炎的临床表现及预后，培养学生形成

良好的医德医风。 

唐氏综合
征 

采用讲授法，运用生长激素缺乏症和正常人对比的图片，
讲授生长激素缺乏症的临床表现，加深学生的理解，培养

学生的仁爱之心。 
四、确定儿科学思政考核评价 
根据《儿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规定的考核方式，采用过程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过程性评价以小组讨论、
作品设计、课后作业三种形式，小组讨论共 12 个，评价标准为小
组讨论，小组代表汇报。作品设计共 5 个，每件作品满分 100 分。
作品设计评分要点设有作品设计评分表，适用于所有作品设计。课
后作业共 13 个，课后作业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由任课教师综合评定，
采用百分制赋分。期末考试采用终结性考核方式，考核内容既要考
查学生专业知识掌握和综合应用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思政素养。 

五、结语 
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5]高校在儿科学思政教

育工作探寻中，要深入探究儿科学的思政教育元素，与专业知识有
机融合，努力将思政教育的理念体现于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6]，努
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整体面貌，[7]确保医学院校思
政教育改革的正常实施与改进提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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