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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刘　凯　窦爱丽 *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云南昆明　650106

摘　要：课程思政为高校立德树人的培养发挥着隐性作用。工匠精神是医学教育内在要求，医学院校依托课程思政加强了

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培育。本文先从从课程思政与工匠精神的内涵出发，阐述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生工匠精神

培养的意义，论述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生工匠精神培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生工匠精神培养的路径，

以期能够促进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和工匠精神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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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涵解读

1.1 课程思政

关于课程思政现在学术界还没统一的界定。目前比较

公认的是由上海市教育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高德毅教授提

出的，其内涵是“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过程、全课程

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一种综合

教育理念”。

“课程思政”是一种“大思政”的教育观，是发挥思政

课的显性作用与专业课隐性作用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润物细

无声来不断强加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起到立德树人的作用。

1.2 工匠精神

从 2016 年李克强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上明确表示：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到 2021 年已连续六年在

政府报告中都有工匠精神的提起。虽然现在学术界对“工匠

精神”有着不同的看法，落实到具体专业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但也有共通之处。笔者认为“工匠精神”实际上一种职业精

神，涵盖职业道德、职业能力以及职业素养在内的集中体现。

就医学生具体来说，“工匠精神”追求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

职业技能、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职业

素养，不断强化医学生的匠德、匠术、匠心。

“匠德”“技以载道”“道技合一”德技双修，这是

工匠精神的终级目标。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有匠术更

要有匠德，让“德”引导我们的“术”，让“术”坚守我们

的“德”，守正尚德正是工匠精神的本色。

“匠术”就是精益求精的医学专业技术。也是工匠精神

的载体和具体表现，术业有专攻，大医学精诚，精与诚就是

对匠术的具体描述。匠术工匠精神的培养就是让医学生体会

医学的博大精深、医术的高超，敬畏医疗事业，树立远大理想。

“匠心”就是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医者“仁心”是

工匠精神实现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生命至上”需要

我们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信仰，对自己的职业有清醒的认

知，自觉接受职业环境并对职业责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

爱岗敬业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职业素养，提高

职业精神。

2. 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生工匠精神培养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人价值观，

以思想政治理论的形式在高校进行传播，而思政课作为国家

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有其相应的政治性，为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提供了准则。同时根据教育部关

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以及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高等

教育理更应肩负起弘扬工匠精神的更多责任，特别是医学专

业的学生。

医学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坚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娴熟的

临床技能、严谨的职业态度、标准、行为、具备用高尚的职

业道德素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与工匠精神的内在涵养是

相统一的。课程思政中的重要部分就要培养医学生的职业素

养，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这些思政元素融入工匠精神既

符合人才培养的目标，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医学类高等

院校要为社会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又要培养具有良好医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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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因此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工匠精神教育既能培育学生

的道德品质，又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2.2 实践意义

涵养工匠精神，需要共识也需要行动，更需要一整

套行之有效策略或途径。新时代从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随着“中国制造”

不断地深入人心，国家、企业和社会对“工匠精神”越来越

重视，再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全面提升中华

民族健康素质，而医学的目的是为人的生命服务，这是医学

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为了更好的治病救人，满足人们对

医疗技术水平更高要求，这对于医学院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把最新的医学知识、医学技术技能传授给学生，同

时也要不断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技要求，进而为学生的就业择业提供良

好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奠定基础。

3. 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生工匠精神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医学教育中工匠精神缺失

医学院校在教育中普遍存在重技能轻理想信念教育，

主要原因还是学校和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不足。一方面学

校受到招生规模、师资水平、办学投入、学校培养目标、管

理体制等和方面的限制，在日常教学管理中主要是以专业课

程为主，缺少与思想政治课程、人文素质课程的衔接，医德

意识淡化、人文教育欠缺，忽视对职业态度、职业道德的教

育，容易导致在未来的就业中缺乏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对“工

匠精神”的认识不足，认为医学生并非“匠人”，对“工匠”

的理解还仅停留在物的表征上，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工匠精神

的理解知之甚少，再加上医学生本身觉得思政课过于单调乏

味，有一定的厌学情绪，难免会使人文素质教育出现困境，

对于“工匠精神”理论认识不足，使得它未能与医学专业教

育进行很好的现代融合，而“工匠精神”中的“道技合一”、

“仁者医爱”却是医学职业教育中重要的职业精神内核。

3.2 临床实践中“工匠精神”缺失

大多数医学生把选读医学专业作为职业的选择，为了

日后的就业择业，把医学专业当成谋生的手段，因此更多倾

向于物质的经济性考量而缺失对医生职业的价值认同。特别

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功利主义慢慢蔓延、医德医风

败坏的事件时有发生，更加突显了医德的缺失，面对复杂的

医患关系，患者对医生缺乏信任，会造成信任危机，进而影

响到医学教育和医学行业的发展影响，严重的还会影响到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3.3 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单一

医学院校把立德树人作为培养的目标，但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由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普遍存在课时较少，教学方法单

一、教学设计简单等问题，使得医德教育不能适应现代教育

技术的发展，现在线上与线下、慕课、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

方法，不仅扩大了教学的时间维度、也拓宽了教学的空间维

度，教学模式滞水平也不能适应现代医疗技术发展的要求。

同时在评价方式上，大多数医学院校只注重考试成绩这个单

一的维度，而缺乏对职业态度、行为、道德的考评，不能形

成全过程，多无化的考核体系，而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

养与工匠精神的培育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价值体系，难免

不能形成客观、正确的医学评价。

3.4 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直接

影响着工匠精神培养的效果。作为独立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

教师普遍专业技能水平不是很强，学历层次不是很高，教师

普遍年轻化等问题在实际教学中自己对于工匠精神还没有

形成一定的价值目标，对于教学的严谨、摒弃功利思想，教

师要有无私的严谨的“匠心”，对于日新月益的医学科技发

展，教师同样需要不断提高教学工匠精神，不断去学习最新

的医术，了解最新发展成果，做到及时补充教育教学的知识

体系，提高教育教学的水平，这样才能在教学中为学生树立

良好的“匠德、匠心、匠术”培养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匠人，

如果教师能以工匠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首先就得不断提高

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4. 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路径选择

4.1 依托思政课程发力

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我们要充分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性作用，将工匠精神融入到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中，发挥思政课的载体作用。在思政课中我们注

重整体性和系统性，首先从整体上把握“工匠精神的”要义，

把它贯穿到思政课教学的内容体系当中，注重爱岗敬业、精

准求精、认知精神等精神的浸润，其次从系统性把它作为一

个培养体系，放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当中，不仅在理论教学

中潜移默化的让学生形成对“工匠精神”认同，思政实践教

学体系和临床实践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达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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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的感性认识，磨炼学生的坚强意志，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2 依赖课程思政助力

工匠精神的医学表征既要求学生掌握医学专业知识同

时也要具有实践技能。课程思政就是培育和发展工匠精神的

重要载体。课程思政教学可以在提升学生对工匠精神深层领

会和实际感悟的基础上，帮助学生真正内化工匠精神，把工

匠精神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激发他们对工匠精

神的内心追求和现实向往，并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信

念的重要内容，以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既要发挥思

政课程的显性作用也要发挥课程思政的隐性作用，发挥二者

的协同作用。专业课占人才培养的大部分，专业教师也更熟

悉工匠人物事迹、更关注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在课程思政

中更容易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工匠精神的教育。首先根据人才

培养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体系、制定课程教学目标、采取不

同教学方式、深度挖掘思政元素，通过工匠人物事迹感受大

国工匠的精神内涵，加强工匠意识培育；其次加强创新精神

的培养，通过创新创业大赛、专业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第

二课堂等科技比赛或者任务教学等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第三

加强专业素养与职业素养的融合，在专业教育中强化爱岗敬

业、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等职业精神，强化学生的职业认同

感、价值感、责任感，增强对工匠精神的动力和毅力。

4.3 依靠实践教学增力

实践性是医学专业的特点，其实践教学活动包括社会

实践、专业实践、实习、见习等，一般会占到医学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 1/3 以上的学分或者学时，目的就是培养和锻造

高水平的医技。而临床医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

学专业。不同的实践课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工匠精神的理

念进行融入，比如医学伦理学引入坚持职业道德操守、增强

抗压能力，解剖学要适时引入精益求精、感恩、敬畏、责任，

流行病学引入爱国情怀、博爱之心、健康中国等，同时加强

医教协同育人作用，强调实习实践的价值引领与工匠精神的

外显传承。

4.4 依靠教师教学提力

作为独立应用型本科医学院校，教学活动的水平依赖

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弘扬工匠文化、

传递工匠精神。首先要自己在教学活动中树立工匠精神的价

值目标认同；其次在工作中自觉爱岗敬业，同个人主义、自

私自利思想自觉做斗争；再次努力学习最新的医学知识和医

学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体系内涵和匠术水平；最后教

师也要发扬工匠精神钻研教学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

学能力和水平，为提高教学质量提力增效。

5. 结语

工匠精神的培养是医学教育的理性使然。在医学教育

中我们应该发挥思政课的显性作用与课程思政的隐性作用，

让工匠精神的培育深深植根于医学教育的始终，内化职业道

德，外化职业技能，培养既具有高超的技术技能又具有高尚

的道德情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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