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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心理学”是一门医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学科，承担着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的任务，为培养医学生良

好职业素养奠定基础。本研究以高校课程思政的精神为指导，积极探索思政教育在“医学心理学”课程

教学中的结合点，以期为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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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psycholog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of medicine and psychology, which under-
takes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medical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cul-
tivating medical students’ good professional quality.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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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actively explores the com-
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psych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dical humanities 
course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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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新时代高校面临“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新课题。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落实根本任务、

解决根本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受到复杂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微信、微博

和抖音等新媒体的蓬勃发展，都使其价值观受到严峻挑战；大学生如何在纷扰杂乱的信息冲击中坚持正

确价值判断，积极传递正能量，这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课程思政”最早是由上海

市委、市政府在 2014 年提出来的一种教育理念，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教育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以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课程思政”，

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高等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各院校应深入落实并创新推进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20 年 6 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

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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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医

学心理学》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必修课，将思政教育与医学专业课程相结合，是“健康中国”背景下医学

教育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医学心理学教学的思政教育研究比较少，存在以下问

题：1) 知识传授、价值引领“两张皮”的现象，没有很好地融合到一起。2) 专业课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

素养参差不齐，立德树人意识与能力尚待提升。3) 高校管理部门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机制还未建立。为

此，我开展了“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的研究，以期为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

借鉴。 

2. 医学生学习《医学心理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医学心理学》是一门心理学和医学相结合的学科，研究心理因素在人类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

过程中的作用及规律的一门科学。其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心理学基础、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主要理

论流派、心理评估、心理应激、心身疾病、异常心理、健康行为、病人心理、医患关系与医患沟通、心

理干预等。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 [3]显示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心理健康状况

低于我国成年人平均水平，焦虑、偏执、抑郁较为突出。高等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医护人员的基地，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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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医学生的专业素质，更应关注医学生的心理健康，以适应复杂的临床工作，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有某市属医学院校的研究表明 [4]：31.96%的医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市属医学院校本科生心理健康状态显

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敌对性、恐怖、精神病性和焦虑明显高于国内常模。如果医学专业学生的

心理素质低，不仅仅影响自身的学习和身心健康，而且走上工作岗位还会影响到患者及其家属。大学生

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包括考研、就业和恋爱、各种急慢性疾病等问题，作为医学生不仅应该自

己知道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还应该帮助病人和身边的人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从而促进人群的心

身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因此，在医学各专业课程中加强《医学心理学》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和

紧迫。 

3. 《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 

3.1. 教学中注重充实课程思政内容，调整教学方法 

1) 通过绪论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该学科的性质、研究任务及其在医学中的重要地位，掌握生物–心

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产生背景、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理解心理因素对健康及疾病的重大影响，认识到

学习医学心理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培养医学生整体的医学观，逐步树立科学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5]。上课时，教师组织学生重温“医学生誓言”，不忘学医初心，牢记社会主

义医德基本原则。培养学生采用系统论和整体观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认识疾病和健康；强化

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医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努力为国家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医德高尚和技术

高超的医生 [6]。 
2) 心理学基础的教学中强调保持积极的正面情绪和锤炼健全的人格。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会带

来不同的态度体验，我们有时候感到满意、愉快等，有时候感到不满意、不愉快等。每天保持积极的情

绪有利于身心健康，消极的情绪则有害于身心健康。医学生常见的消极情绪有：焦虑、情感淡漠、兴趣

丧失等，这些都明显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大学生对疫情

的危害和预防措施在认识上的不足，防控措施上的不完善，他们会感到面临疫情时的不确定感、不可控

制感增强，甚至部分人可能会出现灾难化思维，会夸大疫情带来的后果，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行为应

激反应、心理问题甚至精神障碍 [7]。在疫情期间常见的心理问题包括：恐惧、焦虑、愤怒、敌对、抑郁、

睡眠问题、躯体不适症状和疑病倾向等。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教学中重点强调如何正确认识新冠肺炎

疫情，如何保持积极的正面情绪，采取多种有效方法，避免和减少负面情绪，保持身心健康。比如：向

亲朋好友倾诉、转移注意力、进行呼吸调节和运动调节等 [8]。 
人格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健全人格是大学生

健康成长的基础，关系到个人幸福、社会安定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当前，我国大学生的人格总

体上是积极健康的，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但是由于社会竞争的加剧、家庭教育的缺失、高校育人功能

弱化、西方不良思潮的侵袭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大学生的人格状况出现了各种障碍 [9]。笔者在教学中注

意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气质类型和性格特点，采取树立榜样、解决具体心理问题、营造良好人

际交往氛围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帮助大学生积极健康生活，刻苦钻研学习，砥砺奋进，在生活和学习中

努力锤炼健全的人格，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心理应激的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应激，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心理应激是机体在

对生存环境里多种不利因素的适应过程中，实际上或认知上的要求与适应和应对能力之间不平衡导致的

心身紧张状态及其反应 [10]。正处于青年期的医学生自我意识比较强，但在经济上和社会经验等方面对家

庭有较强的依赖性，生理上成熟和心理上的不成熟并存，这种矛盾导致他们在遇到学习压力大、失恋等

问题时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甚至有些极端行为。因此“心理应激”的教学中，应使学生学会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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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应激和各种应激源，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法。 
4) 病人心理与医患关系的教学中帮助学生了解各类病人的心理特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古希腊

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了解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作为一

名医学生，要求熟悉各类病人的心理特征，为将来走上临床对患者实施有效心理干预、促进病人康复和

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病人心理的教学中，融入临终关怀教育，让学生懂得尊重生

命，敬畏生命，具有人文情怀。近年来，医患关系的形势不容乐观，关于医患矛盾和医疗纠纷的负面报

道屡见不鲜，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1]。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既是医学生的人生重要课题之一，也

是医学生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校的医学生渴望交往，但缺乏人际沟通的技巧，教师应认真

地向学生全面讲解影响人际交往的因素、人际交往的原则和技巧。 
5) 在心理干预的教学中帮助学生对心理问题或疾病进行干预，进行心理健康促进。心理干预包括心

理支持和行为干预。心理支持主要包括倾听、提问、鼓励、内容反应、情感反应、面质、解释和非言语

性技巧，是临床中应用最广泛的心理干预技术。行为干预是针对特定的行为施加影响，使其做出改变，

主要技术包括认知疗法、系统脱敏疗法、厌恶疗法、正强化技术、示范法、生物反馈与放松治疗 [12]。比

如：在认知疗法学习中融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让学生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心理干预的教学注重指导学生运用心理学理论和原理，增强学生处理

个人和患者各种心理问题的综合应对能力，促进自身和他人的心理健康。 

3.2. 注重医学心理学的实验训练，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验教学是医学心理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师每学期在开课前，认真做好实验训练计划和

内容，主要是安排心理测验和心理咨询、医患沟通的情景模拟等。常选用的心理测验量表为焦虑自评量

表、抑郁自评量表、90 项症状自评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等，使学生熟悉心理测验过程，学会对量表的

分析和解读。开展医患沟通的情景模拟，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意识和能力，强化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沟

通技巧，为提高医疗质量，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帮助。 

3.3. 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上课时，笔者注重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借鉴了案例教学、角色扮演、PBL、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等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医学心理学的内容深入人心 [13]  [14]  [15]  [16]。比如：

针对埃利斯 ABC 合理情绪疗法这部分内容，选用了“大学生恋爱的案例”，让学生理解了事件、信念、

情绪和行为的结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讲授病人心理时，教师安排学生扮演

医生和病人两个不同的角色，让他们去体会如何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如何实施医学人文的关怀和解决

病人的实际问题？ 

3.4. 布置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促进学习的巩固和提高 

每次课布置课堂讨论，比如：教师提供异常心理的案例，进行课堂讨论，让学生更好的区分正常心

理与异常心理，掌握心理健康的标准，异常心理的干预措施。又比如：“你认为目前的医患关系如何？

并请说明理由。可结合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谈。”这是针对医患关系的讨论，使大家对我国医患关系的

现状和影响因素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也提出一些改善医患关系的措施。课后作业，主要是各章节的重点

和难点，学生须认真完成，从而有利于知识的巩固和提高。 

3.5. 加强教学全过程监督管理，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教师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课前预习、课堂教学、作业检查、测试、结业考核等教学环节，通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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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 QQ、E-mail 等课后交流，不断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查缺补漏，完善知识结构；善于

发现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另外，教师对结业考核成绩进行认真分析，

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并加以总结，不足之处要进行修改完善，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4. 《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的成效 

《医学心理学》开展课程思政以来，学生的学习成绩较以前明显提升，19 级临床医学专业(儿科方向) 
46 人参加考试，80 分以上的优良率达 91.3%，无不及格现象。通过课程思政，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得到加强，热爱自己所学专业，不断进行自我发展和完善；学生能够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心理

保健，塑造自己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人格，正确应对各种压力和挑战。医学生的人文情怀得到提升，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人际沟通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科学评估和解决自

身的常见心理问题。学生的获得感是检验教学活动的试金石，这说明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教育，有利于

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政素养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高校课程思政的精神为指导，积极探索在“医学心理学”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

不断地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课程思政中存在一些问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资

源挖掘不充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需进一步完善；教师的思政教育能力有待提升。今后，我

们要以本次课程思政探索为契机，以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遵循，努力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突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实施教学方法改革，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提高教师的思政

教育能力，并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指导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工作，为健康中国建设培养医德高

尚、技术精湛的医生。本研究将为医学院校其它医学人文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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