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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课程思政在遵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理论教育及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开展现状，以及在临床医

学专业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从顶层设计、教师指导、反馈机制等多个方面对本校临床医学专

业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深挖红色教育、家国情怀、医德素养、医学伦理、

创新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着力培育“医德医技双修”的优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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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civics in theoretical 
education and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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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civics in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medicine. It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civics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medicine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op-level design, teacher guidance and feedback mechan-
ism, and digs deeply into the elements of curriculum civics, such as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pa-
triotism,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medical ethics and innovation spirit, and strives to cultivate 
quality medical talents with “high quality of 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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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铸就教育之魂的理念创新与实践创新，其本质在于立

德树人，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求德技并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1]。 

2. 课程思政与临床医学专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2.1. 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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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为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精神，教育部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颁布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高等教育

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医学类专业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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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加强医者仁心教育[3]。 

2.2. 培养“德医双修”的高质量医学人才 

当下，医科类高校临床医学专业育人工作面临着高度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仅仅依靠传统的“分离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将很难适应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改革的需要和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思政课程

与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融合已成为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的必然趋势，通过深入挖掘临床医学专业课程

中富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贯穿于医学专业理论教育及实践教学全过程。 

此外，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担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医学人才的重任。临床医学毕业生的政治

素质和职业素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因此，在临床医学专业课

程中有机融入理想信念、科学精神、奉献精神、职业道德等思政教育元素，对培养有本领、有情怀、有

担当的人民群众健康守护者和医疗卫生事业接班人具有深远意义[4]。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建立具备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特色的课程思政模式，着力培育医德高

尚、医术精湛的现代化医学人才，按照党和国家政策要求，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遵义医科大学第

一临床学院以“模块嵌入、元素整合、隐性渗透”为实施首要原则，在临床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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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较好效果。 

3. 加强顶层设计，打造课程思政长效机制 

3.1. 方案先行，试点课程思政改革建设项目 

结合学院设置，依托我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国家级一流专业平台和省级思政课程示范项目，深入挖掘

思政元素，统筹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出台了《第一临床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理论课程及临床

实践教学课程思政改革实施方案》，旨在建立以临床教师为主导的医德培育模式。学院课程思政改革试

点建设项目已于 2021 年全部有序开展，各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覆盖率达 100%。同时，积极申报更高一

级课程思政改革项目，力争在改革中引领示范，2021 年，病理学获批贵州省普通本科高校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立项。 

3.2. 品牌创建，推动专业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 

结合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特色与遵义红色文化背景，深挖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所蕴含的丰富思政元素，

推动二者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讲党课的引领作用，积极构建第二课堂实践育人体系。

注重师德师风引领，依托党员成长导航工程，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打造“四型党支部”、

“七彩党支部”等品牌项目。突出文化育人功能，推动思政教育与日常管理有机融合，将各类思政元素

有效融入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中，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有力提升思政工作的亲和

力、针对性。 

3.3. 多级主导，实现思政和专业教育有机统一 

成立课程思政领导小组，以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为目标，

使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逐步打造“特色亮点课为点、经典示范课

为线、全课程参与为面”的点线面相结合的课程思政改革布局(见图 1)。目前正在修订临床医学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含理论及实践教学大纲)，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不

断推进课程思政理念、目标、方法进人才培养方案、进课程教学大纲，直至转化为任课教师丰富生动的

教案讲义与教学实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system of “Curriculum Civics” education of the first clinical college 
图 1. 第一临床学院“课程思政”教育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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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紧抓过程落实，探索课程思政特色模式 

4.1. 规范教学程序，实施课程思政 

在三级督导听课及教学督导工作中进行实时跟踪、目标考核，开展课程思政改革试点的立项和评审

工作。要求各教研室对所辖课程进行思考谋划，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纳入专业课教材讲义内容和教学大纲，作为必要章节、课堂讲授重要内容和学生

考核关键知识。开展医德医风专题教育和医德医风案例分析，以教学检查为抓手，推动思政改革落地，

完善相关实习管理制度，建立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监控反馈机制。 

4.2. 覆盖全部课程，推进课程思政 

全面挖掘、梳理蕴含在每一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落实每一位教师的育人职责，要求

每门课程都要认真编写课程思政教学大纲、编制 2~3 个优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编写课程思政案例集等，

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开展院级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实施

院内立项资助。组织院级层面党政领导和教学督导专家深入课堂进行听课，全面了解教师课程思政情况，

及时反馈教学督导信息，立行立改、边整边改。 

4.3. 强化教师指导，助力课程思政 

加强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及能力的培养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当务之急。针对部分教师有想法没思

路、有思路难组织、有组织低实效等开展课程思政开展过程中等相关问题，积极组织学院内部和外聘的

思政教育专家对专业课教师进行培训指导，帮助教师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不断提

升对课程思政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思想认识。利用我校的道德讲堂、专家讲坛及互联网资源，加强对教师

课程思政的方式方法培训，让教师掌握课程思政方法，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自觉性和科学性。 

4.4. 推进师德建设，保障课程思政 

师德高尚的教师队伍才是课程思政的中坚力量。第一临床学院依托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来开展师德

师风专题学习教育，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师德师风教育培训活动，前往遵义娄山关、红军山、枫香镇等红

色革命纪念地进行师德师风教育。同时严格执行上级关于师德建设的规章制度，在考核评优工作中始终

坚持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年终师德师风考核制度，并将其与教师的职称晋升、评优评先挂钩。切

实保障教师师德不断优化提升，确保课程思政的正确方向和工作成效。 

5. 提前谋划布局，推动课程思政改革创新 

5.1. 项目建设引领课程思政改革创新 

以项目建设的形式推动课程思政改革，2021 年已全面启动课程思政改革试点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

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主要专业课程及主要专业实验等 27 门理论课程和 12 门实验课程的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建设，计划三年内形成成熟的“学校–院系–教研室”三级课程思政改革建设体系。深入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大力推动“课程思政”的课程教学

改革，优化“思政课 + 专业课 + 人文素养课”的三元课程结构。 

5.2. 专业为基搭建课程思政教育载体 

以培养“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为目标，各教学单元须完成思政

教育载体的搭建，在原有知识体系讲授、病例讨论、教学查房、小讲座等理论及实践教学课件中，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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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专业知识为基础内核，以学术为基，以育人为要。将“以病人为本”、“关爱生命”、“尊重患者权

利”等医学人文精神核心元素融入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中，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帮助医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如病理学针对“课程思政”的教育内容设计，结合相

关文献、遵循教育规律，巧妙的利用历代著名病理学家对待科学、疾病、病人的态度，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爱国主义、医者仁心等人文素养。 

5.3. 多种手段创新课程思政教育形式 

在临床实践学习阶段，将床旁教学、翻转课堂、案例讨论等运用于课程思政之中，以适应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的学习和成长目标，推进思政教育有效融入各类临床实践课堂。各教研室严格实行医德医风教

育，丰富实践教育内容，创新课程思政实践教育形式。同时，要求教研室构建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资源库并逐步完善，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关键点提炼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教育中的思政元素点，最终实现课程思

政对临床医学专业课程的全覆盖。 
此外，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建设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资源模块，将思政教育的案例与学生共享，

开展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育人，激活学生主体意识。目前已建立《临床医学概论》和《妇产科学》

两门线上课程，融入大量医学人文精神，创新讲授的教育模式，以课堂网络互动、AI 交互等形式，让学

生在不知不觉中深受“三观”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5.4. 全程监控建立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探索建立“课程思政”教师评价体系或激励机制，从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两个方面对教

师课程思政的开展实效进行 360 度全方位评价。课前审查教学课件及教学大纲，对课程思政的设计思路、

设计理念进行把关，对不达要求的教师及时提醒整改；课中组织督导专家小组听课，对课程思政的实施

过程进行监督并纳入授课教师年度考核成绩；课后以学生评教的形式对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并在教师年度考核指标中增加“德育”相关指标。同时，增加思政专业教师对临床教师思政元素融入专

业教育内容的考评，将考评成绩纳入最终的年度考核成绩[5]。 

6. 结语 

通过开展临床医学专业理论及实践课程思政改革，力求达到医学生整体素质大幅度提升的目标，实

现立德与树人、育人与育才的有机结合，最终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中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特色思政教育

模式，实现思政课程显性教育与课程思政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践行“德医双修、知行合一”的教育理

念，着力培养医德素养高、知识结构优、创新潜质大、临床能力强，适应国家医疗卫生需要，推动国家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立志担当民族复兴和健康中国建设大任的拔尖创新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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