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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民办高校医学专业在建设课程思政的具体策略，不断的挖掘医学专业当中多元化和丰富化的思政教育资源，促使

民办高校医学专业能够全面实现“三全育人”格局和体系，培养出一批具有政治立场和坚定理想信念的高素质医学专业人才。 
关键词：新时代；民办高校；医学专业；课程思政 

 

一、强化教师在课程教学当中落实育人意识 

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主要是通过传授知识，将学生逐步培养成为

具有高素质、高专业素养的人才；教师需要不断的强化自身的思政

能力，通过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秉持着“育人”理念。在民办高校

医学专业当中，开展和落实课程思政需要教师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

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要把自己的教学目标和立德树人任务相

结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教学的导向

标。总的来说教师要强化自身的育人意识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

手：首先，教师应当积极的参与到各种岗前培训和专题培训当中，

通过采用会议交流、课程观摩等不断的强化自身的经验，确保在日

常教学过程中能够真正把医学专业当中的各项思政元素进行挖掘，

并在教学当中逐步落实和融合课程思政内容；其次，教师还需要运

用自己的人文素养、知识储备、职业道德、传授技巧等来强化育人

效果。 

二、结合医学专业特点，加强课程思政教学融合 

课程思政本身在开展的过程中具有着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需要根据医学专业本身的特征来采取具有针对化和有效化的课程

思政落实方法。医学专业当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应当汲取身为医者所

具备的精神，例如大爱无疆、救死扶伤。重点应当放在身为医者所

需要承担起的责任担当、具备伦理道德。通过挖掘具有针对性的课

程元素，才能保证课程思政在落实过程中具备较强的效果，猝死培

养出来的医学专业人才具有较强的医者精神。民办高校医学专业需

要根据本专业的实际情况，推出能够强化学生人文素养、职业道德、

法律规范的基础课程，并且把适合医学专业的思政元素与课程思政

相结合，将课程思政开展的有效性和实效性不断的增强。总的来说，

需要教师注意，所挖掘和应用的思政元素必须要符合医学专业的特

征，这样才能保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三、借助互联网平台，构建网络思政工作格局 

新时代下，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民办高校在医学专业当中

落实课程思政和加强建设都需要依托于互联网平台，通过借助互联

网可以成为民办高校医学专业传输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平台。 

首先，医学专业教师要不断的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构建起具

有完善化和多层次化的互联网教学模式。课程思政主要是依托于课

程教学。这也就要求了在应用互联网时，也需要从这一方面着手进

行。教师应当转变传统认知理念，积极应用最新的教学技术对现有

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进行优化，使得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具体。

同时要明白课堂教学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并非是对传统课堂的简单

复制，而是需要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在其中不断的延续课程思政、

强化主流思想。 

其次，教师要运用互联网开展日常思政来进行价值引领。互联

网平台当中各信息内容传播非常迅速，也使得学生们能够接触到多

样化和多元化的价值理念，由于学生尚且处于思想价值理念持续塑

造和更新的过程，所以教师需要通过合理化的引导和帮助，来促使

医学专业的学生不断的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强化自身的主流价值

思想。辅导员、教师、心理咨询师需要相互合作，利用微信、QQ

这类社交媒体平台与学生定期进行深度和多元化的沟通。通过采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及时对学生的情感价值观状态和思想动态进行了

解，能够有效发现在教学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让心理咨询师能

够对学生的不良状态和问题进行梳理和指导；另外还能够促使学生

可以对互联网当中多元化思想价值中的本质及时辨别，能够带领学

生强化自身价值、思想以及情感等各方面的认同。 

四、建设课程思政教学落实监督评价体系 

对于民办高校医学专业在落实和建设课程思政方面构建起监

督评价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能够积极的促进教师落实课程思

政的能动性，而且也能够促使课程思政开展效果不断的增强。一是

要定期对学生进行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或者是座谈的形式，能够对

学生当前的医学修养、人文素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方面

的构建实际状况进行了解；二是需要通过运用过程性评价和定性评

价的方式来对教师课程思政的开展效果进行全面评估，避免出现过

于呆板的评价方式致使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被打

消；三是要重视评价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既要把学生的思想状况和

调查结果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同时也要将教师和学生在党团工作

方面的参与状况也纳入到考核指标当中，不断的推动教师和学生参

与到课程思政落实和建设当中。 

结论 

教育部在 2020 年 5 月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其中明确了要坚持在学校推进立德树人，

以此为依托来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和高素质人才。但是目前课程

思政在民办高校医学专业当中落实还存在着许多的阻碍，因此就需

要背靠新时代，加强在民办高校医学专业当中落实课程思政。本文

主要提出要在课程教学当中强化教师落实育人意识；根据医学专业

本身的特点，加强融合课程思政教学；借助互联网平台，提高课程

思政的开展效果；还要构建起完善化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保障课程

思政落实主体能够调动起自身的能动性和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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