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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医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法研究
任爱华 刘岩峰 王 鹏 孙 新
（北华大学 吉林省吉林市 132013）

【摘 要】 2020年的疫情作为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公共卫生事件，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也破坏了每个人正常生
活的节奏。在整个国家都投入到抗疫这场斗争中时，医学专业人员以自身学识和高尚情怀承担了社会责
任，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未来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医学生，在这次疫情中也可以明确
自身的专业知识对社会的作用和医学专业人员应有的高尚品质，在后疫情时代培养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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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方案中，大部分都是偏重于基础理论教学和实验

临床培训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适

应社会的需要，因此很多医学生在学业压力下全身心投

入专业知识，以求能够跟上教学节奏，取得毕业资格。

虽然医术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很关键，但是却依然比不上

医品医德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也可以

看出，如果医生没有医德就会在疫情中独善其身，而不

会成为最美逆行者，用生命守护生命。因此，医学院培

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情怀也是教学的重要目标。

3  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培养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3.1 将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融入专业教学中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处于核心位置的

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它

不是一个人外在培养的东西，而是从内心发出融入自

身血液里的，和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其他美好品质是一

体的。因此，医学院不需要占用大量学生学习专业课

的时间去进行爱国主义教学，而是可以把爱国主义教

育融入到专业课中，在进行专业知识讲解的过程中，随

时与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比如，华夏始祖黄帝尝遍百

草发明医药是为了自己部落的百姓，这就是爱国主义情

怀最原始的体现。在之后的医学发展过程中，很多的药

物和治疗方法都是因为国家遭遇大的灾难，在大批的人

需要救治的情况下，医学家们临危受命，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发挥了关键作用，等到灾难过去后，再对这些方

法进行总结发展，最终作为医学智慧代代相传。在中外

历史上，人类面临的大的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灾难不在

少数，如疟疾、瘟疫、天花等病症，分析人类与这些病

魔抗争的过程，不难发现医学专业人员的爱国精神在其

中的作用。在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威胁并未消散，防控

压力与日俱增，同时社会各方面矛盾开始凸显，经济恢

复和发展也需要时间，医学生作为医学专业薪火相传的

接班人，具备爱国主义情怀，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会

让国家的卫生医疗体系处于良性循环，更是让医学的发

展未来可期。因此，培养医学生爱国主义的方法，最

直接的就是将其融入医学专业知识里，通过对之前事

件中传承的医学智慧和历史背景的学习，培养自身的 
爱国主义情怀。

疫情是 2020年的代名词，对全国上下所有人和组织
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

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但是，不同位置、不同身份

的人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同的。医务工作者也在这次公

共卫生事件中冲上了前线，这些医务工作者除了有高尚

的情怀外还要有极高的专业素质，这样才能在这个特殊

的时期承担起属于自身的社会责任。

1  疫情中医学专业人员的作用

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肆虐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让大

部分人都有始料不及的感觉，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甚至会有所恐慌，当然，在社会文明如此进步的今天，

相比古代社会大部分人的愚昧，民众的科学素养普遍较

高，这时只要有人可以做出专业判断来控场，就可以让

民众从恐慌转向积极的防护。而承担这个责任的，必然

是医学领域的专业人才。专业人才的专业程度分为不同

的层级，无论何种水平的人员都起着一定的作用。顶尖

级专家成立专家组，对病毒特性进行研究，为整个社会

的防护提供科学指导；在实际中做具体救治和防护工作

的医护人员，更是奋战在抗疫的最前线，尽最大努力向

全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守护医疗资源的有效分配，

这种有效分配在这种特殊时期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

素。总之，各类医学专业人员在这次疫情中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和高尚情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疫情时

代，医护人员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只有守好国家医疗

体系，才能从根源上避免更多的社会问题出现。

2  医学生在校教学情况现状分析

上文解析了医护人员在疫情中及后疫情时代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而医学院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医学

领域专业人员，只是因为尚未学有所成，自身专业素养

尚未达到一定高度，不具备从业资格，因此在这次疫情

中大部分人都没能走上前线。尽管如此，医学生依然是

祖国医学发展的希望，是医学传承发展的新鲜血液，这

次疫情更让我们看到了医学的发展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

性，因此在校医学生的教学也应该受到广泛关注。众所

周知，医学专业的学习压力很大，难度排在所有专业前

面，这一点也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因此，在现在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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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注时事，利用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怀
这次的疫情对医学生来说同样是一场生动的现实大

课。不仅让医学生认识到了自己学好专业知识的作用和

自己未来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还能通过这次疫情中医学

领域前辈们的做法不断激励自身。榜样的力量对于一个

人的成长的作用是很大的，这在各个领域都会有所体现。

很多人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备受挫折，但是因为看到了其

他人的努力与成就，进而激发自身潜力最终取得成功或

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己，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这种力量对人有潜移默化的激励作用，相比任何口号和

鸡汤都更加有效。而在这次疫情中，更是有数不胜数的

鲜明事例，多少医护工作者出于家国情怀，以无畏的精

神投入前线，从八十四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到每一个

普通基层的医护人员，这些鲜明的人物都为在校的医学

生树立了榜样。在后疫情时代，这些医护的形象依然十

分光辉，这对医学生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教育，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医学生被“前辈们”的这种精神所触动，从

而更加努力学习医学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在国家和社

会需要自己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上文提道，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应该脱离传授专业知识的课堂

而单独存在，而是要在专业课中融入爱国主义的教育，

同样，不能仅是融入课本上记录的医学的历史，更要融

入当下的时事，因为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发展医

学教育的过程中也要把握医学向前的规律，不断进行反

思和探索。培养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同样的道理，

要与国家当下的形势相结合，而当下的疫情正是医学生

爱国主义培养的最生动的现实课。

3.3 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理性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作为人的情感，同样有理性和感性的区别，

在很多情况下，人可能会因为看到的宣传、听到的口号

以及身边人共同的情绪反应等受到触动，从而在瞬间产

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感情处于感

性的阶段，并不深入，因此在遇到事情的情况下，很可

能依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缺乏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

因此爱国主义除了感性渲染外，还需要进行理性层面的

培养，从而形成坚定的信念。而这种理性层面的培养主

要来源于实践，只有自己亲身经历所产生的感悟才是深

入人心的。对医学生来说，这种亲身经历主要表现在在

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勇于向前承担责任，比如，此次疫

情，还有平时的在医疗设施不完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

的地区进行医疗援助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组织对医学

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如同支教一样，

很多学生因为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自身顾虑较多，不

愿意去偏远地区进行支援，而医学生在校参与的这种短

暂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在实际的过程中体会对其他地区

进行医疗援助这件事的意义，从心底认识到承担社会责

任帮助他人，履行医生职业道德能给自身带来的满足感，

从而对这类有意义的事情产生意愿，在这个过程中，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爱国主义信念也会得到培养。

这种支援虽然时间短暂，只是属于学生课业的一部分，

对被支援地区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但是在校生的这种体

验对学生之后的从医道路都是有持续影响的，这也是医

学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在后疫情时

代就更加明显，随着各个地区疫情情况不同的发展，在

校医学生参与能够胜任的医疗工作对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3.4 通过集体性活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类似于其他各种仪式，以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的集

体活动也有其自身的意义，这不是一种形式主义，而是

通过外在的规律性活动逐渐培养人的习惯。其中最常见

的就是升旗仪式，从小学、中学到各类高等院校，庄严

的升旗仪式都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常见途径，这种

规律性仪式是为了在学生的思维里留下稳定的印象。否

则爱国这个词就会在很多人心中形成空洞的感觉，这种

仪式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真正遇

到选择的时候，就会基于以爱国为核心的思维习惯进行

思考和抉择。在后疫情时代，这种仪式会在人们心中自

动和当前时事相联系，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除了升旗仪

式之外，还有爱国主义讲座等形式，后疫情时代的爱国

主义讲座可以着重以疫情为主题，在对疫情的亲身经历

中，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体会和对一些信息的了解，讲座

可以将一些统计性数据和对关键信息的总结告知学生，

让学生对疫情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除此之外，也可以通

过集体性的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活动，让学生

在发挥自身创造性的同时感受爱国主义情怀。这些集体

性的活动都可以有效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也是医学生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开展途径。

4  结语

综合来说，疫情中医学专业人员以高尚的情怀和自

身专业知识承担了社会责任，作为医学专业新鲜血液的

医学生在这次疫情中也可以学到很多，除了更加明确自

身的专业知识对社会的作用以及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外，

还能感受到医学专业人员在这次疫情中所展现出的高尚

情怀，更加坚定自己的爱国主义信念，在之后的学习中

更加努力培养自身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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