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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社团是学生自发形成的学生群体组织，围绕共同的兴趣爱好自愿开展活动。由医学生组成的学生社团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功

能。医学学生社团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是提高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要途经，是培养医学基本专业技能的有效平台，是促进医学

生科研水平的高效手段，是加强医学生身心健康的可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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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是高校全日制学生根据共同兴趣爱好，秉承共同的价

值观而自发组成的学生组织，按照章程开展班级或年级的自主活

动，有助于实现价值观的凝聚功能，促进素质教育实施。近年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校学生参加社团的人数及社团的

数量、类型和质量均在快速提高。2020 年中央教育部和共青团的管

理办法明确规定，学校党委高校将学生社团工作纳入思想政治工作

整体格局署[1]。由此可以看出，学生社团已走到高校校园文化的舞

台，社团发挥的思想教育功能促进了高校学生的教育成长，这也是

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需要。 

高校是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要基地，课堂教学

则是专业人才培养的的主阵地。不断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培养“德

艺双馨”的医学人才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基础工程，也是推

进“健康中国”规划建设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医学高校医德培养

存在的不足，因此，与普通的高校学生社团相比，以医学生为主体

的社团组织在促进医学生医德培育、提高医学专业技能、拓展创新

科研素质等方面发挥着普通社团难以替代的独特功能[2]。因此通过

发挥高校社团文化模式来提升医德培养面临的困境，增强医学人才

医德之教育效果。 

1.社团文化有助于高校医学生医德培育 

医学是仁学，医术为仁术。良好的医德培养是每一位医生的基

本要求，自古至今倡导的高尚医德情操是永不退色的时代主题。然

而，忽视医德人文素质培养，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是当前医学

生教育的固症。近年来，大量医学高校学生社团蓬勃发展，其在学

校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发挥重要作用。学生社团具有自发性，可充

分体现个体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医学生通过参与各类思想道德类

社团组织活动，使其“大医必大儒”精神需求得到较大满足，继而

会萌发新想法念，再通过社团活动将崇高的社会公德而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其次，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的塑造需要第二课堂有效的

实施路径，而社团活动具有实践性特征为医学生医德的培养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医学生以各类志愿服务公益类学生社团开展各种活动

的途径，通过自身实践了解社会实情，能寓教于行，深化形象化医

务人员的道德教育，促进学生职业素质的养成，让医者仁心、救死

扶伤的职业操守内化于心。 

2.社团文化有助于提升医学生的专业技能 

医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学科，需要具备扎实的医

学专业基础和精湛的临床专业技能。然而，20 世纪后因我国高等教

育大众化，办学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医学院校的办学质量出现诸多

问题，尤其以专业技能培养的教育问题尤为突出。在此形势下，以

学生社团为依托，带动医学生专业理论和实践结合教育全面开展，

巩固并提高医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已成为国内众多高校医学专业

教育的重要组成。有报道显示，医学院校中有 80.2%的同学愿意参

加医学专业的各类学生社团活动[3]。同时，采用网络随机问卷调查，

其结果显示，大部分医学生对专业相关的实践积极性非常高[4]。社

团组织的第二课堂，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开展与专业学习紧密结

合的技能大赛和社会实践等社团活动，让不同专业的医学生在医学

学科之间进行交叉的“同伴教育”活动，使他们感受浓厚的学习氛

围和积极向上的学习风气，学生在交往与实践活动中继续巩固加深

在课堂中获得医学基础知识，也为医学生专业知识运用提供良好的

锻炼平台，不仅使理论知识进一步得到升华，也提高专业技能的目

的与效果，最终使社团中的每一位成员受益。 

3.社团文化有助于促进医学生的身心健康 

相比于其他学科，医学具有学制长、学业负担重的医学生涯，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对调节医学生的不良情绪起着重要作用。医学

生在未来的职业岗位，不仅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还需要积极乐观

的心态，而社团活动在这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心理协会

或公益性社团，高校学生心理问题能够在社团活动中得到感染熏陶

而实现自我调适。安徽医科大学调查研究表明，92.5%的学生非常

乐于参加社团组织活动[5]，不仅可以磨砺心智、提升心性，还可以

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再者，在现代医学的“生物—社会—心理”

模式下，要求医师不仅仅需要治愈患者的身体疾病的能力，还需及

时疏导患者心理上的疾病。对于心智稳健、意志坚韧、应变机敏，

都是对医生的必然要求。在社团活动的开展各种学生活动中，提供

了医学生共同的情感交流活动平台，从而疏导心理问题，缓解不良

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医学院校设立的学生心理社团对学生进行心

理问题的咨询，不仅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加强自身的心理

健康意识。 

4.社团文化有助于促进医学研究与创新 

医学科学技术更新快，因此培养思维敏锐、具备科研创新能力

是当代医学生的必然目标。实践证明，大学生研究型社团是公认的

提高学生创新性科研基础的有效途径。通过构建科研型社团，将个

人兴趣、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既能调动学生对科学研究

的热情，也能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四川华西胸外协会问卷调查结

果表明，86.2%的学生肯定了社团在帮助丰富科学研究技能及提高

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并肯定了社团作为课堂教学内容主要补充

的重要地位[6]。还有，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在构建高素质科研

育人队伍中强调，加强育人成果转化，使得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及获

得学术竞赛奖项数量显著增加，本科生参与科研的人数四年间增长

了十倍[7]。来自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实践研究证明，在政策

的指引下以社团为依托，让医学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了解学

科前沿，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科研兴趣，给与来了更多科研能力成长

空间，大大促进科研能力提升。 

综上所述，学生社团作为高校第一课堂之外的有效补充，不仅

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也能让学生在社团中提升素质，使学生成

为真正被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医学学生社团作为提高其未来职业道

德素质的第二课堂，通过潜移默化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了医学专业

技能专业，养成职业道德素质，保持身心健康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

向上的作用。现今社会需要的是综合素质过硬的新型人才，才可适

应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因此，医学高校则应该配合传统教育体

系，加大对学生社团的支持力度，从而使其为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不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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