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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医学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

现状调查研究——以边疆某医学院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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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边疆某医学院校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讨论分析了该校医学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现

状，并提出存在的问题，即边疆地区医学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认知较为全面，但理性认识不够深入；理想信

念、职业理想坚定，但情感认知有所不足；认同度较高，但实践性有所欠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医学生职业道德之间

的密切关系理解较为准确，但不够到位；学校目前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内容需更丰富，形式

需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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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强调指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

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

人，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20〕34 号）提出“全力提升院校医学人才

培养质量。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

教育，加强医学伦理、科研诚信教育，发挥课程思政作用，

着力培养医学生救死扶伤精神”[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加强品德修

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医学生提高职业素养的具体要

求。边疆地区医学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

行状况，决定了他们对医学事业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对医患

关系的正确处理，也决定了他们如何履行“救死扶伤、仁心仁

术”的职业使命，更决定了他们的民族情怀和国家观念，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此，讨论分析边疆地区医学研

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状况，提出存在的问

题，对于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边疆某医学院校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问卷 280份，回收有效问卷 26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2.85%。讨论分析结果如下：

一、概念认知较为全面，但理性认识不够深入

从概念认知的层面上看，95%以上的医学研究生能够准

确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且知晓其分别代表着国

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

从理性认识的层面看，很多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涵缺乏深刻认识，仍有 32.31%的研究生认为自己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了解不够深入，未全面掌握其实质和内

涵。

二、理想信念、职业理想坚定，但情感认知有所不

足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医学研究生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道德理想信念和个人职业理想，有着

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但仍有部分研究生表示互联网等媒体

上的负面信息会让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不确定性。

这表明，医学研究生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知方

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感缺位，无法完全理智地对辨别和甄别

身边的信息。

三、认同度较高，但实践性有所欠缺

从国家、社会、人民和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医学研究

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较高，所有的调查者均认

为在医学研究生群体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

常必要。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意义方面来看，大部分医学

研究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的积极作用，超过 93%

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促进国家发展、实现社

会和谐、维护边疆区域稳定发展、引领研究生正确树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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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及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医学研究生的重要影响方面

来看，98.85%的研究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树立

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引领思想，树立坚定理想信

念；超过 80%的的研究生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

升医学研究生核心素养，培育职业道德与人文情怀；有利于

帮助研究生全面健康成长；有利于改善紧张医患关系。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民族边疆地区的现实意义

来看，95.38%的研究生赞同边疆民族地区医学研究生更应该

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过 95%的研究生赞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维护民族团结、服务边疆地区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传承民族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从边疆地区医学研究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

来看，31.54%的研究生认为现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

差距较大，9.23%的研究生在日常生活中偶尔或基本没有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1.54%的研究生对学校开展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活动积极参与性不高。

以上可见，边疆医学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可度较高，但也存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够积极、不

够主动的情况，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现知行脱节的

问题，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内化于心方面还

有待提高。

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医学生职业道德之间

的密切关系理解较为准确，但不够到位

调查发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与医生的职业

道德准则要求最为贴近”，排名前四位的关键词分别是：敬业、

诚信、友善、平等。65.38%的研究生学医的初衷是追求理想，

希望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8.46%的研究生则

认为医生社会地位高，专业性强；2.31%的研究生被父母意

愿左右，选择学医；4.23%的研究生由于志愿调剂等原因就

读医学院。个别极少数研究生不能深刻理解如何践行医生“救

死扶伤”的人生价值。在培育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仍有少部分研究生没有意识到“社会责任担当”和“人文情

怀”应重点培养。

以上表明，大部分医学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医学生职业道德之间的关系理解较为准确，但需通过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使极少数研

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医学生职业道德之间的关系

理解到位，坚定其专业思想和职业定位。

五、学校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取得了良

好效果，但培育内容需更丰富，形式需更灵活

调查发现，大部分研究生认为学校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活动给本人和同学带来了积极影响，营造了良好的校

园文化氛围，提升了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和道德水平，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也存在不足之

处，主要表现在：理论灌输多，实践体验少；内容缺乏新意，

与自身贴合度不高；方式偏于形式化，略显陈旧；缺乏双向

交流；与本科生区别不大，没有很好地针对研究生特点，有

效开展活动。

我们认为，应结合学校特色和医学研究生特点，适时运

用研究生们喜闻乐见的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思想

政治理论课等形式，积极开展研究生喜爱的“以学生为主的、

实践性的、互动性”的活动。积极创新培育模式，实时更新培

育内容，灵活运用培育手段，完善校园文化的建设，在医学

研究生群体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医学事业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国家发展

的重要事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边疆地区医学研究生

的思想引领特别是价值观培塑及职业道德修养，祖国未来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分析讨论边疆地区医学

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们有效提出对策，潜移默化地培养边疆医学研究生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其成长为有仁爱之心、扎实

学识、技术过硬、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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