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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旨在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以实

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妇产科学是一种治疗女性疾病及协助妊娠及分娩的一门专业学科，包括产科学

以及妇科学两部分。文章分析了目前医学教育中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足，探究授课教师在专

业理论课授课、临床实践操作教学以及临床实习带教过程中如何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融入到专业知识

传授之中；课程思政的教育工作旨在使医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技能的同时能够提升自身职业

道德素养，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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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i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idea, aiming to mak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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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o form a syner-
gistic effect, so as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that treats female diseases and assists in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includi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explores how teachers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ilently 
in the course of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teaching,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and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The educational work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ims to enable medical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while maste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practice skills, and cultivate medical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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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理念，是指针对在各专业课程基础上而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活动，“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

任务进行设计和开展。将“立德树人”这一中心任务紧紧抓住。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将思想引领与知识传授、价值引导与能力培养进行有机统

一，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2]。具体而言，课程思政要求在专业课程设计中，

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实现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

效融合，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妇产科主要研究女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妊娠和分娩等

内容，是一门富有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怀的临床学科 [3]。因此，妇产科课程思政的建设不仅帮助医学生掌

握良好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同时为他们成为一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优秀医生做好准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妇产科教学中课程思政构建的必要性 

2.1. 课程思政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4]课程思政建设可以为医学生的医德培养提供

良好的途径。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任务，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于

专业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强化“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理念，关键在于专业课的课程设计

之中，既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又要发挥其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导的作用，从而培养德才兼备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2.2. 妇产科教学的课程思政 

妇产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课程之一，是研究女性特异的生理、病理和生育调节的一门临床学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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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个部分组成：妇科和产科，它包含了丰富的医学人文思想元素，如人生哲学、伦理学、健康价值观

等。近年来，关于“课程思政”的建设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各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的热点话题，各医

学院校对妇产科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开辟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新局面 [5]。面对女性

这一特殊群体，不仅限于专业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更要关注对他们的医学人文关怀、隐私保护等方面，

在国家层面也是高度重视女性健康，为了保障母婴健康，而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因此，在妇产科理论授课教学过程中，将人文、法制等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

对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职业素养及家国情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6]。 

3. 妇产科教学中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3.1. 对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对于课程思政的认识还不够深入，部分院校只停留在理念提出的阶段，没有进

行深入探讨，也没有针对各个专业进行特异性的课程思政学科建设。在妇产科学专业教学中，对课程思

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教师和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意识和需求有限，专业课程的授课仍然是主要关注点，

而忽略了对于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职业道德的培养。一方面，从事妇产科学教学的教师大多毕业于医

学院校，通常只注重传授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并未充分意识到将思想政治内容融入课堂的重要性。有

些授课教师本身的政治觉悟有限，则更难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妇产科学专业的学生

更加注重学习能够直接转化为实践操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课程中显得虚无缥

缈、可有可无。此外，由于妇产科学需要传授的内容较多而时间有限，在课堂上只注重传授专业知识，

则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被忽略或放置次要位置 [3]。 

3.2. 专业课课程与思政课程脱节、“两张皮”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 

就妇产科的教学来讲，由于其种类繁多，专业性知识丰富，授课时间有限，面对繁重医疗工作、科

研以及教学任务的妇产科授课教师习惯了传统的授课模式，主要围绕着临床专业知识及教学大纲进行备

课及授课，很多教师对于课程思政内容的研究不够深入，使得高校学生很难从专业课程中获取相应的课

程思政内容；也有的授课老师存在狭隘的思想政治教育观，认为专业教师只负责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对

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同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理解和能力，导致与

专业课程相结合的课程思想政治内容储备不足，从而忽视了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教师思想上

的重视不足也是导致专业课课程与思政课程脱节、“两张皮”的现象的原因之一。 

3.3. 妇产科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单一 

妇产科学教学中思政的内容以单一的理论灌输的模式为主，源于缺乏专业的培训及融入技巧，部分

老师习惯了将思想政治内容照本宣科地穿插到课程中，重形式而轻内容，并未将思政元素和专业课程内

容进行有效融合、相互促进，未达到预期二者融会贯通的效果；大部分妇产科学教学的主要关注点仍放

在“如何落实课程思政”上，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研究不足，这使学生们感受到有违和感以及说教感，

使其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不足以引起学生的深入思考和思想共鸣 [7]。 

4. 以专业课程为载体，融入课程思政 

4.1. 在理论课授课中融入思政教育 

课堂教学一直是高校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教育要全面的融入到主渠道中，提高“课程思政”的

亲和力和有效性，满足学生对于思想教育的需要以及帮助其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各类课程守好自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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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渠，所有授课教师种好各自责任田。在理论课的授课中贯彻“课程思政”教学观念将专业教学内容与

思政元素相结合，两者将教学资源相互融合，加快知识的传授和专业对接的灵活性，并加深了有机融合

的程度，将思政元素润物无声的渗入到专业课授课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德育教育 [8]。妇产科学是临床

医学中人文关怀极为丰富的学科，各位老师在授课时要充分挖掘本专业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及育人元素，

采用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方式，充分把握与学生的接触时间，充分发挥人格的影响，将价值指导与知识传

授及技能培训相结合，在专业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成为学生成长的引领

者，培育学生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理想追求，外

化于自觉践行。 
根据相应章节内容，挖掘出相应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地融入至妇产科学专业课程教学

中：例如：在课程绪论的教学环节中，授课教师可以给学生们讲述一些关于国内外为妇产科学的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的医务工作者的相应感人事迹。如“万婴之母”林巧稚，她终身未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

了祖国的医疗事业，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仍然坚守岗位，进行了 6 个婴儿的接生工作；林巧稚用她的一

生诠释了“医者仁心”。利用经典人物案例，不仅激励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他们不断进取、刻苦努力，

而且培养了学生们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再如，虽然妇产科学主要涉及到女性生殖系统，但是与整体也是密切相关的，在“女性生殖系统生

理”这一章节的讲解中，我们学到正常的月经的来潮和排卵是受到大脑皮质以及下丘脑–腺垂体–卵巢

(HPO)轴的调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异常都可导致月经异常以及排卵障碍，反之，女性生殖系统发生

异常亦会导致其他的器官或者系统出现变化，这启迪学生们在理论学习及临床工作中不能片面的看待问

题，应用辨证的思维看待每一个疾病，将局部与整体联系起来，全面的思考。在学习“妊娠生理”、“产

前检查与孕期保健”及“正常分娩”章节的时，引导学生们体会到生命诞生的神奇、伟大以及可贵，培

养医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意识；在学习“妊娠并发症”这一章节

时，要让学生了解到，针对于严重危害母婴健康的并发症及合并症，我们国家为了保障母婴健康，开展

了孕产妇“五色管理”，对于危重孕产妇抢救开辟了“绿色通道”，使其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

紧急医疗救治，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让学生们切实感受到时间就是生命，使其

树立敬畏生命，敬畏规则的人生观。 

4.2. 在临床操作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 

在临床技能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教育的重点培养医学生对患者的关怀以及同理心，这主要依靠于

授课教师以身作则、严格的要求以及规范的教学。对于妇产科诊疗工作中的基本操作而言，因其检查部

位为女性的生殖器官而尤为特殊。询问病史时又经常涉及到患者隐私(比如婚育情况、有无性生活等等)，
因此，在临床实践操作教学过程中，授课老师们要不断强化医学生的法律意识以及医德教育，同时要求

医生具有崇高的职业素养和个人道德。在实践操作授课过程中，老师们通过模拟情景教学，在保护患者

隐私、协助孕妇及行动不便的患者上下检查床、帮助他们穿脱衣物等事例中以身作则，将尊重和保护患

者隐私、医学人文关怀等相关思政元素融入到实践教学之中，培养学生爱伤助残的职业道德以及高尚的

医学品德。 

4.3. 在临床实习带教中融入思政教育 

在医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们“执着追求、救死扶伤、奋不顾身、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注重加强对医生的人文教育，在培养高超医术的同时，引导他们要始终把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党和人民值得信赖的好医生、好大夫。妇产科学是一门实践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263


刘美娅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1263 8158 教育进展 
 

很强的临床学科，所以只有经过临床实习这一阶段才能培养学生们正确的临床思维逻辑能力，使其初步

逐步的掌握各种疾病的诊疗思路；此外，我们应深刻的认识到，必须具备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和良好的人

文素养，才能充分的发挥已经掌握的医疗技术，然后更好的为患者服务。由于妇产科的特殊性，面对的

都是女性患者，涉及许多女性隐私问题，不论是妇科的患者还是产科患者，都是心思细腻、心理脆弱及

敏感的人群，尤其是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本身就忧虑、焦躁，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到医患换位，对患者保

持关心和同理心，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给予更多的安抚、聆听患者的需求、保护患者的隐私，尽自己所

能为患者提供最佳诊疗方案，相信会对紧张的医患关系有所改善。因此，在妇产科实习期间，培养医学

生的医患沟通能力、高度的责任感、良好的职业素养、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较强的心理素质和综合分析

能力，尤为重要。 

5. 优化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方法 

在妇产科教学过程中，要注重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不断丰富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大纲，全面系统

有效地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首先要明确新的教学目标，把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与医德医风教育结合起

来，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相结合，尽可能探索妇产科中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元素，不断

更新优化妇产科教学方案，并将思政元素穿插于妇产科教学的各个环节 [9]。教学方法中运用问题驱动教

学(PBL)法、案例式教学(CBL)法、团队学习(TBL)法、翻转课堂、网课、微课堂以及角色扮演法等多元化

学习形式，丰富思政教学内容，逐步的将医学生培养成为一名“服务好、素质好、医德好、使群众满意”

的合格医师。 

6. 总结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妇产科医学人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妇产科医

学教育的需要，也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为了真正地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相结合，

我们需要真正地实施课程思政教学，将课程思政渗透到妇产科学教学的每一环节之中。使医学生在学习

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接受到道德伦理教育的熏陶；这意味着授课教师不仅要注重学生的专业知

识教学，同时也要关注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核心素养全面发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

过将课程思政与妇产科学教学相结合，我们可以培养出具备专业知识和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医学人才。

这不仅可以推动我国妇产科医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和谐、健康的社会。因此，

我们应该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加强德育培养，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妇产医学人才做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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