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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知行合一”

——基础医学课程思政的应用与探索
李　婵 1　蒋莉萍 2

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课程思政”是加强医学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通过明确课程思政目标、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促进教师育德能力、创新育人方法等开展基础医学“课程思政”教学，将基础医学与思政教育有效

衔接，有机融合， 推动课程改革创新，落实三全育人，为培养具有精湛医术、高尚职业精神与良好人文素养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健康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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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我国医学教

育蓬勃发展，为卫生健康事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医学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国医学教育培养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发

扬了“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在疾病的防控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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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明确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3］。

“课程思政”是加强医学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4］。“课程思政”就是要寓价值

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通过学习，丰富学识，增长

见识，塑造品格，成为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为更好地推动

新时代学校思政课程改革，本研究通过对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设计，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手段等措施

进行基础医学“课程思政”建设，将基础医学与思政教育有

效衔接，有机融合， 推动课程改革创新，落实三全育人，为

培养具有精湛医术、高尚职业精神与良好人文素养的高素质

医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健康

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一、明确基础医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一）提升大学生政治认同，坚定“四个自信”

政治认同包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中国共

产党执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政治认同乃大学生坚守政治立场的基础。大

学生是建设国家的主力军，他们唯有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一心向党、一心爱国、一心为民，才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实现。

（二）让医学生牢记初心：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着力培养学生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

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及健

康放在首位，尊重患者，用“仁心仁术”为患者解除痛苦；

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

医生。

（三）培育大学生科学、创新精神

科学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保障。大学生自觉通过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推

动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同时科学创

新精神是“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更是民族进步之魂，是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四）践行社会参与，提升公共精神

发挥社会育德功能，通过“卫生宣教”、“志愿服务”等

社会服务活动让医学生走进社会公共空间，亲身关注社会公

共生活中的人与事，锻炼自我公共参与能力的同时提升承担

公共责任的勇气，提高自身担负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引导他

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二、基础医学课程思政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一）增进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

“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

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

子。”教师在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具备主动关注德育教育资

源，恰当把握教育时机，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意识。教师的

育德意识与育德能力深刻影响着课程思政的教改效果［5］。教

师教书育人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是课堂教学，专业课教师

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传承主体。学院党委通过开展教师“课

程思政案例设计大赛”、“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课程思政

公开课”等一系列的活动加深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和

理解，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的能力。

（二）发掘思政元素

首先根据课程特点和具体内容来发掘和设置课程思政教

学目标，在专业课程理论和知识体系中融入爱国主义、家国

情怀、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团队合作、实事求是、科学创

新、甘于奉献等思政元素。例如讲授寄生虫学课程中“疟原

虫”一章通过讲述科学家屠呦呦从中医古籍中获得灵感并成

功提取抗疟药青蒿素，给全球数亿的疟疾病人带来福音，将

医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无私奉献贯穿整个课程中，培养

医学生为尊重生命、为人类解除病痛的职业素养及传承大医

精诚的医学精神；并结合国家“抗疟”战略取得的成就，激

发学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使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微生物“冠状

病毒”一章，讲授了我国抗击“新冠”的伟大成就，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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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我国政府将人民健康始终放在战略优先地位、社会主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同

时还歌颂坚持在“战斗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强化学生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

（三）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

课程思政内容，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大纲修订、

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各方面，将思想性的内容呈现

出来，并贯穿于课堂授课、实验实训、指导性学习各环节，

形成完整的课程思政教材体系。教学采取案例教学、情境教

学、故事导入或者小组讨论等方法，解析经典案例背后的情

感密码、精神密码，让学生进入故事情境，深刻领会家国情

怀、民族大义、大医精诚、生命可贵。例如，人体解剖学是

医学生进入大学后接触的第一门基础医学核心课程，“大体老

师”就是他们医学生涯的启蒙老师。解剖教研室围绕“大体

老师”开展“人文解剖”，新生第一课为“致敬大体老师，感

恩无言良师”，通过活动一方面让医学生感受到“大体老师”

无私奉献的精神，深刻体会为医学献身的意义，另一方面也

让医学生学会尊重和感恩，培养他们重视生命、敬畏生命、

爱惜生命的精神，起到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四）创新育人方法，将德育实践与专业学习、服务社

会、有机结合，使教育教学有温度

综合运用“社会课堂”，组织开展“社区食源性寄生虫

病卫生宣教”、“幼儿园蛲虫病检查防治”、“扶贫村、社区义

诊志愿服务”等志愿服务、实验实训活动，不断拓展课程思

政建设方法和途径。构建“学习—实践—学习”的机制，使

之成为大学生开展德育实践的孵化器。通过社会实践教学不

仅让“团体合作”、“社会责任感”、“共筑健康中国梦”变得

触手可及，更有利于形成“理论指导、基地实践、总结提升”

的德育体系，切实做到知行合一，将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完

美结合。把思政教育搬到社会实践大课堂，使学生在社会实

践中深化医德感性认知，增强服务群众意识，树立高尚的医

德情操，发挥社会育德功能。实现医学生由医德被动主体向

医德主动主体、医德自觉主体的转化，使学生成为勇于担当

社会责任的医学生。

（五）用多元评价体现课程效果

开展多元化评价内容和标准，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关

注对学生情感态度、人文认知的评价。采用结果评价、过程

评价相结合的动态评价方式，制定出系统的评价指标，充分

及时反映学生成长学习情况，反映课程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的结合程度，以科学评价提升教学效果。如人体寄生虫教

学中将社会实践教学纳入总评，学生的参与度、对待群众的

态度、小组成员的协作、学习的积极性、实践教学反思等都

纳入评价范围。

三、结语

医学教育从来都贯穿着思政和人文教育。健康中国国家

战略导向，医学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转

变，要求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实现健康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基础医学教育是培

养医学生的开端，是医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期。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应充分挖掘专业知识中的思

政内涵、人文精神、职业素养、伦理道德和科学精神，在传

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真正做

到“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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