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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和方法研究

徐凌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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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神经病学作为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对学生日后从事神经康复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

学习医学技能的同时，也应提高对医学专业在医德医风、人文素养等方面培养的意识，并切实以思想政治为引领，将

育人思想品质和育人技能水平有机协调的统一起来。通过探索《神经病学》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切入点，将思政要

素细化在以爱国情怀、责任担当、道德培养、良好习惯形成、专业自豪感等方面，并结合医学教育领域人文素质提升方法，

一起助力课程思政。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目标，培养出能够坚守岗位职责、技术高超、具备高尚医德医风、以守护大众

生命健康为宗旨的合格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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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urology, as a basic course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lay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engage 
in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 work in the future. While learning medical skills, we should als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medical ethics, humanistic quality and other aspects, and effectively t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to organically coordinate and unify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skills. By exploring 
the entry point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Neurology,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be detailed in the aspects of patriotism, responsibility, moral cultivation, good habit formation, 
professional pride, etc., combined with the humanistic quality improvement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education, to help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goal is to cultivate qualified medical workers who are able to stick to 
their duties, have high skills, noble medical ethics, and take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 public as the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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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教育课程思政的意义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中指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课程思政”建设恰好是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教育背景下，解决教育属性和根本问题的

有效路径，更是为每个专业、每门课程提供的基本的指

导思想和目标，也是完善“三全育人”的有效保证 [1]。医

学教育除了要培养学生高超的医学技能外，重点要培养

出有温度的医务工作者，而不是冰冷无情的机械工作者。

在生命无价的思想意识中，学校教育需要率先提升学生

良好医德医风的建立和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大无畏

精神。能够为社会培养出德技双馨的优秀医务工作人员，

切实肩负起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

二、神经病学课程思政定位及目标

医务工作者的岗位职责是“课程思政”的主要方向。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主要培养学生日后成为一名医技工作

者—康复治疗师，医疗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高尚情怀则

是课程重要的德育目标。《神经病学》课程作为本专业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要符合职业教育规律，采用工作过

程导向的课程设计理念，将理论和实操相结合，增设过

程性考核方式，以任务导向为手段，让学生掌握康复医

学科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特点，并具备一

定的临床思维和推理能力。

当学生们熟练掌握了医学技术后，是否能够以病人所

急为己任，争分夺秒挽救生命，能够感同身受的为病患

提供优质服务，而不为利益所驱动；以及在服务过程中

是否能遵守职业操守及伦理道德，合格医务工作者的职

责担当就是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落实方向。

明确了课程思政的主要方向后，确定课程目标。能

力目标：能辨识神经系统常见症状；能掌握神经系统疾

病的诊断思路及技巧；能实施神经系统定位诊断；能独

立完成神经系统体格检查；能正确辨识并处理脑血管病。

知识目标：了解神经系统疾病的特点、诊断思路、常见

症状；掌握 12 对脑神经病变的症状和定位诊断；掌握脑

和脊髓病变的定位诊断；掌握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方法；

掌握脑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课程思政目标：

坚定学生政治立场，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和情感认同。培育学生成为爱岗敬业，诚信友爱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培养学生敬畏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情操及尊重患者，

善于沟通的综合素养。引导学生建立健康的生活行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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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建辩证唯物主义的临床诊疗思维。增强职业责任感，

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实守信、开拓

创新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

三、神经病学课程思政元素设计与实施

项目设计 知识要点 德育目标 思想政治元素 思政元素实施途径
思政元素设计目标

及效果

第一次课

世界物理治疗联
盟、世界作业治
疗联盟网站内
容、世界物理治
疗日活动介绍；
课程性质、定位、
学习内容、考核
方式；
肌萎缩侧索硬化
疾病特点。

培养学生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更要坚
决拥护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生命无价理念
下的多学科合作的
工作思维，努力进
取的学习精神，永
不言弃的生活态度，
专业认同的自豪感，
肯定自我的个人品
质。

道路自信；以人
民生命健康为首
位的医学思维；
奋进、努力、自
信的精神品质。

1. 运用引发神经系统病变的疫
情案例强调中国制度优势，坚
定道路自信；生命无价理念下
的多学科合作重要性。2. 通过
世界物理治疗联盟 2021 年活
动主题展示康复治疗士在世界
的地位以及在疫情中的作用，
增加专业认同感。3. 通过霍金
疾病的实例引申积极生活态度
和肯定自我的个人品质。

学生政治立场坚
定、专业认同感提
升、学习热情提高、
自信心增长。

神经疾病认知；
病史采集

神经系统疾病的
特点、诊断思路、
治疗；病史采集。

培养学生建立良好
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思想严谨，言谈得
当，举止文明，感
同身受，以病患所
急为己任的工作作
风。

强身健体的行为
习惯；文明仁爱
的医德医风。

1.2017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阐述神经突触对控制昼夜节律
的分子机制，引发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的重要性。2. 病史采集
过程中举例门诊问诊和体格检
查实例，展现医务工作者的文
明仁爱之心。

学生具有了树新
风，强体质的健康
行为和生活习惯养
成的动机；具有文
明仁爱的医德医
风。

神经系统常见症
状及辅助检查

意识障碍；眩晕
晕 厥； 言 语 障
碍、失用症及失
认症；颅内压异
常。

培养学生具有求真
务实，珍惜眼前，
知足感恩的生活态
度。

知足常乐，珍爱
生活的感恩教
育。

以体验式教学让学生感受短暂
止语和肢体受限的体验活动，
从而感受四肢健全的幸福感，
珍惜平凡生活，感恩自己现有
一切。

学生审视平凡生活
的韵味和魅力。

神经系统疾病的
辅助检查

脑脊液检查；影
像学检查

培养学生遵守操作
规范的严谨工作作
风和规范意识；细
致耐心的工作态度。

严谨的医风和以
病人生命健康为
首位的医德思
想，规范意识。

腰椎穿刺术的操作错误程序而
引申出对病人的危害，防范医
疗事故的发生。

医疗操作规范意识
的形成，谨防医疗
事故发生的损失和
危害。

视神经损害定位
诊断和检查

视神经解剖生
理、损害的症状
和定位诊断及检
查

培养学生关爱眼部
健康的健康行为方
式；善于推导的逻
辑思维能力。

珍爱生命，健康
生活的理念；逻
辑思维养成。

以体验式教学让学生感受盲和
视野缺损的影响，从而感受眼
部健康的重要性。

学生增强关爱眼部
健康的意识。

动眼神经、滑车
神经、展神经损
害定位诊断和检

查

动眼神经、滑车
神经、展神经解
剖生理、损害的
症状和定位诊断
及检查

培养学生感同身受
的职业情感和医技
提升的职业自豪感。

职业情操和认同
感

通过临床案例的诊断过程，总
结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
荣誉感。

学生能准确诊断出
相关疾病，提高
职业认同感和自豪
感。

三叉神经损害定
位诊断和检查

三叉神经解剖生
理、损害的症状
和定位诊断及检
查

培养学生感同身受
的职业情感和医技
提升的职业自豪感。

职业情操和认同
感

通过临床案例的诊断过程，总
结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
荣誉感。

学生能准确诊断出
相关疾病，提高
职业认同感和自豪
感。

面神经损害定位
诊断和检查

面神经解剖生
理、损害的症状
和定位诊断及检
查

培养学生感同身受
的职业情感和医技
提升的职业自豪感。

职业情操和认同
感

通过临床案例的诊断过程，总
结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
荣誉感。

学生能准确诊断出
相关疾病，提高
职业认同感和自豪
感。

神经系统体格检
查

意识状态检查、
常用肌力、肌张
力、反射、深浅
感觉的检查方法
及其临床意义

培养学生建立以病
人为中心的工作理
念，提高自身医技
水平，切勿过分依
赖辅助检查。

建立以患者为中
心的工作理念

举例临床门诊接诊实例，体现
医生对病人的负责态度及病人
的真诚回馈，凸显体格检查的
重要性。

学生能在日后工作
中切实以患者为中
心，提高体格检查
技能水平，不过分
依赖器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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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
脑卒中的定义、
分类、病因、诊
断和预防

培养学生对专业的
认同感和主人翁的
责任感，多学科合
作的团队意识。

专业认同感、担
当和责任、团队
合作意识

体验式教学感受偏瘫患者生活
的困难，并通过康复案例阐述
所学专业的价值，提高同学的
专业认同和责任意识、多学科
团队合作能力。

学生能提升对各门
专业课程的学习动
力和热情，自觉主
动的投入专业学习
中。

四、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日常教学管理实施

日常教学管理和规范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思维理念，对于课堂的教学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重要环节。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以下方面进行了落实。

在第一次课的教学内容中讲述课程考核方式，规范

课堂要求，强调课堂纪律，并作为平时成绩的评分依据。

日常教学环节中针对不带课本、迟到等现象及时纠正并

给予警告和平时成绩的减分评价，针对实时学生表现动

态管理日常行为，并随时调整和教导。课程的考核方式

是过程性考核和终末性考核相结合。在过程性考核实施

环节严格监管，确保公平的考试环境，成绩评定严格按

照课程大纲和标准，不能刻意变动得分。

五、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学反馈及评价

实时的教学反馈和评价是检验课程思政开展效果的

重要手段。在教学效果评价方面则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

开展，共设计了 6 个问题。在学生印象最深刻的教学环

节问题回答中，很多同学都写出了课前授课环节，对学

生思想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就是学习了很多神经疾病的表

现，提升了学习的责任感和义务，对教师的评价也是严

谨认真。由此可见，课程思政的落实取得了初步成效。

六、课程思政教学反思

尽管课程选取了一些思政结合点，但思政元素的深

度及覆盖面还要继续挖掘和探索，以及如何选取更多手

段监测和评价其对学生塑造个人品质的深远影响，需要

继续完善并量化教学效果的评价方式和手段。在日后的

课程教学过程中，还要增加学生医院见习或第二课堂的

医院学习参观机会，从感官上直接呈现疾病的临床表现，

让学生加深印象，提高学习兴趣。利用作品展示会等课

外活动提高课程的知名度及学生的主动参与性。继续钻

研教法，创新教学模式，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将理论部

分形象化，生动化，让学生最大限度吸收新的理论知识，

将神经系统复杂的教学内容分解并易于接受。将思政元

素体系化，继续完善和课程内容衔接的契合度和连贯性。

并实时更新新形势和新政策下对学生思想升华的要求。

还可以借鉴医学教育中渗透式生命教育对课程的弥补 [2]。

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生命观 [3]，让同学们树立尊重他人与

自己生命的理念，以促进生命个体的全面和谐发展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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