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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预防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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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在预防医学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为医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把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采用课程思政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对两组的教学效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理论考

试成绩 88.16±10.68 分，技能成绩为 89.37±9.35 分，职业态度得分为 90.18±11.54 分，与对照组学生 77.28±11.36 分、78.58±10.31 分、75.35±9.11.98 分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在营造学习氛围、提高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提升职业素养、激发

爱国热情的有益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的教学手段、教学手段、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教学创新

的满意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课程思政教育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有益于学生的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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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理念[1]，是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把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融合，在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时，对

专业课程当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进行精炼，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使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全程育人、立德树

人的目标[2]。本研究主要通过探讨在预防医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效

果，为医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1 年 7 月-2022 年 1 月，将临床医学专业 3 个班的学生随机分为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 122 人，对照组学生 62 人。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学生在入学成绩、年龄构成、性别构成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学生

为同一年级，同一专业，同一老师授课。 

1.2 研究方法 

1.2.1 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 

在实验班进行课程思政教育，通过对专业课程教育现状的分析，结

合专业课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结合所讲知识点，在知识、技能、素质

等专业教育目标中体现课程思政元素，通过预防医学发展史、典型案例、

社会热点问题等设置课程思政元素，采用翻转课堂、PBL 等教学方法，

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课前通过网络课程发放有关视频，使学生在自学

中提高思想认识。老师在课堂上通过讲解，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分

组讨论，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等方法，及时与学生互动，即时反馈，在教

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积极思考，形成正确的认知。对照班采用传统的

教学模式，进行专业知识教学。 

1.2.2 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评价 

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学生对课程的认知状况及参与情况、教学效果进

行评价，内容包括：教学效果评价、学生对教学的评价及满意度评价。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软件 SPSS21.0 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进

行描述，均数的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进行描述，率的

比较采用 
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教学效果评价 

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为 88.16±10.68 分，技能成

绩为 89.37±9.35 分，职业态度得分为 90.18±11.54 分，分检验，别与对

照组学生 77.28±11.36 分、78.58±10.31 分、75.35±9.11.98 分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 1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成绩比较 

分组 人数
理论成绩 

（ sx  ，分）

技能成绩 

（ sx  ，分） 

职业态度 

（ sx  。分）

实验组 122 88.16±10.68 89.37±9.35 90.18±11.54 

对照组 62 77.28±11.36 78.58±10.31 75.35±9.11.98

t  6.392 7.145 8.134 

P  0.000 0.000 0.000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实验组（n=122） 对照组（n=62）
项目 

有益人数 % 有益人数 %


2 p

营造学习氛围 103 84.43 44 70.97 4.634 0.031

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105 86.07 45 72.58 4.962 0.025

提高学习积极性 107 87.71 43 69.35 9.189 0.002

提升职业素养 109 89.34 41 66.13 14.707 0.000

激发爱国热情 111 90.98 36 61.29 27.729 0.000

2.2 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在营造学习氛围、

提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习积极性、提升职业素养、激发爱国热情的

有益性评价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 2 

2.3 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评价 

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的教学手段、教学

手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创新、教学效果的满意度比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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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 3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n=122） 对照组（n=62） 
项目 

满意人数 % 满意人数 % 


2 p 

教学手段 98 80.32 39 62.90 6.562 0.010

教学内容 98 80.33 41 66.13 4.486 0.034

教学形式 101 82.79 40 64.52 7.662 0.005

教学创新 102 83.61 34 54.83 17.644 0.000

教学效果 104 85.25 40 64.52 10.383 0.001

3.讨论 

课程思政主要是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根据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改革教学方法与内容，

以课程思政的目标为核心，把专业知识传授与素质培养作为教学的重点，

在课程内容设计方面，结合学校和专业培养目标，在遵循育人元素的基

础上，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习惯，合理安排教学

内容，达到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提升的有机统一[3-4].。结果表明：

实验组学生的理论考试、技能、职业态度成绩，与对照组学生成绩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实验组学生各项成绩均高于对照组。 

医学教育的任务与目标是培养与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5]。《预防医学》

作为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必修课，学生不仅需要掌握预

防医学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具备预防的思想，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知识和技能，

发现和处理实际问题。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应该具备公共卫生和大

健康理念，传统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无法实现理想信念和专业思想教育，难

以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的

教学手段、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教学创新的满意度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满意度高于传统教学。

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有益于营造学习氛围，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职业素养与激发爱国热情。 

课程思政的教育主体是教师，应充分提高教师运用课程思政的能力

[6]。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思政内容应与专业课程

有机融合，建立多元化专业教育实践体系，结合学生的特点，根据学校

的条件，按照课程思政的教育需求，利用各种教学模式，结合本专业课

程特点，正确引领，使学生能从知识的输入过渡到对专业伦理的实践，

实现在专业教育的同时进行德育教育，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将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内在的思想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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