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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现状调查

张葳 雷新军 周熙惠 宋红霞 刘小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A.新生儿科;B.儿科；C.心血管内科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调研儿科学系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情况、执行情况及目前存在问题，并初步探索解决方案，以增强教

师育人意识，提升教师的育人能力。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借助第三方网络问卷平台对我院儿科学系任课

教师进行调研，回收问卷 35份。结果：本次共调查教师 35 名，分别就教师基本情况、基本授课情况、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状

态及执行情况、目前使用的介入方法、近期及远期教学效果预估、持续改进措施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教师对课程思政认

识的重要性认识仍不均衡，在教学中执行情况程度不一，目前介入方法仍有很大提高空间，多数教师认同课程思政对于教学

效果有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持续改进措施仍需进一步完善。结论：教师是确保课程思政与临床课程的有机结合的关键。应

从教师个人、教研室及学校三个层面共同努力，提高授课教师的政治素养，加深对课程思政认识及素材挖掘能力，定期交流

及学习，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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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要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由“思政课程”

转向“课程思政”。全面推进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关键是教

师。增强教师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是

确保课程思政建设取得实效的根本所在[1]。

根据医学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特殊性，了解教师对

课程思政的认知状态，探析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能力，提出

培养策略；明确目前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

方案，对于不断提升教师育人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

院儿科学系为了更好地推进儿科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

充分挖掘儿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特针对儿科学系

任课教师展开调研，了解任课教师对于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

知情况、执行情况及目前存在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我院儿科学系现有的教师，包括教授、副教

授、讲师及助教，共 35名。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行设计的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教师一般资料：

性别、教龄；基本授课情况：授课内容、学生层次、专业投

入度；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状态、目前使用的介入方法、近期

及远期教学效果评估、持续改进措施。

1.2.2资料收集方法和统计处理

本现状调查来源于无记名填写问卷，调查进行的时间为

2021年 7 月 28日-29 日，借助第三方网络问卷平台，并讲明

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填写要求。收集教授及副教授、讲师、助

教三个不同层次儿科学系临床课教师共 35 份有效问卷。采

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分析。数据采用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

2 结果

2.1教师及授课一般资料

本次共调查儿科学系任课教师 35 名，教师具体情况见

表 1，授课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1 授课教师基本情况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3 8.57

女 32 91.43

职称

教授 3 8.57

副教授 8 22.86

讲师 13 37.14

助教 11 31.43

教龄

＞15 年 9 25.71

10~15 年 7 20

5~10 年 12 34.29

＜5 年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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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授课基本情况

人数（人） 占比（%）

授课内容

理论课 7 20

实践课 15 42.86

理论及实践课 8 22.86

未授课 5 14.29

授课对象

本科生及以上 31 88.57

规培生 4 11.43

对专业热爱程度

热爱 7 20

喜欢 16 47.51

一般 12 34.29

不喜欢 0 0

很不喜欢 0 0

2.2 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状态及个人执行情况

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上，授课教师中，有 4 人非常清

楚，占 11.43%；有 11 人表示了解，占 31.43%；总体上了解

以上的人数为 15人，占总人数的 42.86%；有 8人表示知道

大概，占 22.86%，10 人表示听过但不了解，占 28.57%；有

2 人表示完全没听说过，占 5.71%。对于课程思政在临床课

中的必要性，有 8 位教师认为非常需要，占 22.86%；有 18

人认为有必要，占 51.43%；有 7 人表示不知道，占 20%，有

2 人表示没有，占 5.71%。对于在自己授课时思政内容的介

入程度，1 人表示很多，占 2.86%；19 人表示有，占 54.29%；

9 人表示不确定，占 25.71%；6 人表示没有，占 17.14%；问

及对同行其他老师授课时的课程思政内容，有 1 人表示非常

了解，占 2.86%；有 16 人表示知道一些，占 45.71%；5 人表

示一般，占 14.29%；12 人表示不了解，占 34.29%，1 人表

示完全不了解，占 2.86%。具体详见图 1.

图 1 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状态

2.3课程思政的介入方式、效果评价与改进措施

对于课程思政在临床课中的介入方式，精心设计及准

备，并有效果评价措施及持续改进措施的占 8.57%；精心设

计及准备的占 17.14%；有基本思路，提前大概想好介入点的

占 31.43%；有基本思路，不知道怎样设计的占 14.29%；完

全随机，没有提前设计的占 28.57%。在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评

价措施方面，有详细明确评价方案的占 5.71%；有想法及大

概方案的占 25.71%；仅有基本想法的占 14.29%；没有措施

的 48.57%；5.71%的教师完全没有想法；在制定课程思政学

习大纲需求方面，认为非常需要的占 25.71%；认为需要的占

45.71%；认为不确定的占 14.29%；14.29%的教师认为不需要；

在与同行交流经验方面，非常愿意的教师占 20%；愿意的教

师占 62.86%；不确定的占 17.14%；没有人不愿意交流；在

定期交流分享经验方法方面，22.86%的教师表示非常愿意；

表示愿意的占 57.14%；表示不确定是否需要的占 14.29%；

5.71%的教师表示不愿意定期分享交流经验及方法；没有人

表示完全没有必要。具体详见表 3.

表 3 课程思政的介入方式、效果评价措施及改进措施

分类 内容
人
数

占比（%）

介入方式

精心设计及准备，并有效果评
价措施及持续改进措施

3 8.57

精心设计及准备 6 17.14

有基本思路，提前大概想好介
入点

11 31.43

有基本思路，不知道怎样设计 5 14.29

完全随机，没有提前设计 10 28.57

课程思政的效果
评价措施

有详细明确评价方案 2 5.71

有想法及大概方案 9 25.71

仅有基本想法 5 14.29

没有 17 48.57

完全没想过 2 5.71

制定思政学习大
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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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需要 9 25.71

需要 16 45.71

不确定 5 14.29

不需要 5 14.29

完全不需要 0 0

与同行交流经验
的意愿

非常愿意 7 20

愿意 22 62.86

不确定 6 17.14

不愿意 0 0

完全没有必要 0 0

定期交流分享经
验方法的意愿

非常愿意 8 22.86

愿意 20 57.14

不确定 5 14.29

不愿意 2 5.71

完全没有必要 0 0

2.4 预估课程思政影响

对授课教师根据经验预估课程思政对教学过程、教学教

过的影响进行调查，在对临床知识学习方面，认为课程思政

临床知识掌握非常有帮助的教师占 20%；有帮助的占

54.29%；不确定有没有帮助的 22.86%，2.86%的教师认为没

有帮助；没有人认为完全没有帮助；关于课程思政对教学质

量改进方面的影响，认为教师授课过程中课程思政元素对于

教学质量改进非常有帮助的占 17.14%；有帮助的占 54.29%；

不确定的占 25.71%；2.86%的教师认为没有帮助，没有人认

为完全没友帮助；在预估思政元素对学生就业的影响方面，

认为非常有影响的占 14.29%；有影响的占 57.14%；不确定

有没有影响的占 28.57%，没有人认为没有影响和完全没有影

响；在思政元素对学生继续升学方面的影响，11.43%的教师

认为非常有影响；有影响的占 58.43%；不确定有没有影响的

占 37.14%；0 人认为没有影响和完全没有影响。在思政元素

对学生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方面，认为非常有影响的教师占

11.43%；认为有影响的占 48.57%；认为不确定有没有影响的

占 37.14%；2.86%的教师认为没有影响，没有人认为完全没

有影响。具体详见表 4.

表 4 预估课程思政对临床教学及学生的影响

非常有

影响

有影

响
不确定 没有

完全

没有

对临床知

识学习

人数(人) 7 19 8 1 0

占比（%） 20 54.29 22.86 2.86 0

教学质量

改进

人数(人) 6 19 9 1 0

占比（%） 17.14 54.29 25.71 2.86 0

对学生就

业

人数(人) 5 20 10 0 0

占比（%） 14.29 57.14 28.57 0 0

对学生继

续升学

人数(人) 5 18 12 0 0

占比（%） 14.29 51.43 34.28 0 0

对学生专

业方向选

择

人数(人) 6 19 10 0 0

占比（%） 17.14 54.29 28.57 0 0

对学生就

业地域选

择

人数(人) 8 17 10 0 0

占比（%） 22.86 48.57 28.17 0 0

3 讨论

2020年5月教育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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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人的问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同年 9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

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要积极引导专

业课教师加强课程思政建设能力培养，努力构建三全育人格

局。医学类专业院校，要着力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培养党和人民信赖

的好医生。

为推动教师进一步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

育人能力，我院儿科学系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内容建设，立足

本专业特色，深挖思政元素，并对全体任课教师关于课程思

政的认知状态、执行现状、存在问题等教学需求进行跟踪调

查，培养、增强教师的育人意识，在实践中发现目前思政教

学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调整育人角度，加强教师队伍基

本功建设，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育人能力。

本次调查结果示：儿科学系教师女教师占 91.43%，一半

为中青年教师中教龄 10 年以上的教师，授课中以实践教学

为主，喜爱儿科专业的教师占 2/3，有近 1/3 的人对专业感

觉一般。相比于男性，女性教师的情感更加细腻丰富，有天

然的母性，在儿科学教学中有一定的优势。在深挖思政素材、

融入思政元素方面，更容易产生共情，打动人心。可以开展

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发教师的行业自豪感及个人价值感，增

加对专业的热爱及对工作的认可，将情感力量内化在教师心

中，增加教师的情感认同，激发教师在家国情怀中思考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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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身角色的使命与担当[2]。

自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课程思政应与思政课同向而行、共同发力，努力形成

协同育人效应后，儿科学系即在部分课程中开展将课程思政

与儿科学课程的融合方式探索，但在本次调查中，仍发现在

有 34.28%的代课教师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过课程思政的基本

概念，认识到课程思政重要性的教师占 73.29%，仍有 26.71%

的教师不了解课程思政对于培养德技兼修的人才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有 57.15%的教师在授课时明确添加思政内容，仍

有近半数的教师不确定或没有思政内容。有一半的教师了解

同行中课程思政的内容。说明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重

要性的认识不均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欠缺以及教育科学理

论水平不足，这样会导致课程思政在课程中的实施效果良莠

不齐[3-5]。究其原因，一是部分教师本身理工出身，思政是天

然弱项，在教学中也没有给与足够重视，将教书与育人相分

离，直接导致课堂上只注重传授专业知识，而缺乏对学生进

行价值观的引领；二是学校大环境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

题，使得部分教师不愿意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开展教学工

作：因此，增强教师的育人理念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畅通推进

至关重要。教师只有确立课程思政育人理念，具有全员育人

的意识，才能实现立德树人，否则只会成为制约课程思政实

施的直接阻力[1]。如果高等医学教育仅仅偏重专业知识传授，

忽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对学生爱国主义、职

业道德的培养，就有可能培养出虽然技术高超，但理想道德

缺失，甚至为了蝇头小利罔顾人命的“白狼”。教师需要明

确，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与弘扬真善美的结合，是把‘干巴巴

的讲解’向‘热乎乎的教学’转变的过程[6]，是激发学生学习主

观能动性的过程，不是干巴巴地讲政治，一流课程的课程思

政教育元素必须包括“国际先进水平是什么？我国目前差距

是什么？国内优秀团队在做什么？我们应该学什么？”这些

问题，以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忧患意识、创新勇气和担当

精神，为课程实现“高阶性”目标注入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

力[7]。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整体建设度，帮助教师先从理论素

养高度理清认识缺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教师对于课程思政

的教学热情，使其愿意积极主动的挖掘专业中的思政元素并

能够情真意切、触动心灵的讲授给学生。

能够在课前设计思政元素介入方式的教师有 57.14%，仅

有 8.57%的教师能够的精心设计准备课程思政教案，并在课

后有效果评价措施及改进措施，仍有 28.57%的教师课程思政

内容完全随机，没有任何设计。对于效果评价方面，仅有

5.71%的教师有详细明确的评价方案，可喜的是超 70%的教师

认为有制定思政学习大纲的需求，超过 80%的教师愿意与同

行交流思政教学的经验，认为定期交流分享经验和教学方法

非常有必要。这说明，在课程思政已经全面试行铺开的教学

活动中，授课教师已经认识到思政经验的不足，素材累积的

欠缺，教学设计的不完善，并有提高教学能力的需求。学科

系作为基层教学管理部门，为更好的确保专业课程与时政课

程协作育人，应组织教师集体备课，研讨思政方案，设计教

学内容，挖掘思政元素，交流教学经验，结合当前实际，积

极推进理念、内容、方法创新，增强时代感和实效性，结合

生动鲜活的案例，将教书育人所蕴含的真谛贯彻落实在课堂

主渠道[8]。并根据不同类型与程度的专业教师制定相匹配的

教师培训方案，要有计划、有监督、有执行、有考核；并根

据培训及考核结果，制定教师遴选机制，树立优秀的教师为

课程思政的授课模范，内因及外因同时着手，起到以点带面、

先进带后进的作用，最终目的为提升全体教师的育人能力

[9-10]，将思政内容有机的融入到专业课中。

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核心点事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培养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医学人才培养周期长，医学生

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估也需要有短期和长期两种机制

随访来判断结果。短期可以从学生对临床知识的掌握、对教

学质量改进的反馈、对学生就业、升学、专业方向及地域选

择等方面进行评估，可在一至两年内随访结果，对于长期影

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的调查显示 70%的教师认为课

程思政对于以上方面有着正面的积极地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对于课程思政执行的现状，仍与

最初的设计有一定的差距。为确保课程思政与临床课程的有

机结合，教师是关键，仍需定期培训教师，提高对课程思政

的认识、对素材的挖掘能力，请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课教师解

读党的政策、文件[11]，增加对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的清晰

认知，加深对我党我国我校的光辉历史及艰苦奋斗精神的深

刻理解，只有对专业课程有发自内心的热爱，能够发自内心

的活灵活现的有感染力的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结合在一

起，有血有肉的丰富教学内容，起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作用。

学科系应该更加关心教师的成长，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增

加教师的情感认同及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并通过组织

集体备课、筛选素材、制定思政大纲及素材库、定期交流研

讨等方式，将课程思政生动灵活的贯彻落实在课堂主渠道，

立足第一课堂，同时积极开展第二、第三课堂的思政教学，

协同第一课堂，高质量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社会

责任感、健康身心的人民好医生。

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研究对象主要来自一

所医院的儿科学系，调查人数有限，结果仅限于指导本院儿

科学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融入工作，进一步将扩大调研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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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以期更准确地掌握《儿科学》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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