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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妇产科学作为一门临床课程，其临床对象均为女性，因其研

究对象的特殊性，则要求妇产科医生不仅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人文关怀。

因此在妇产科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迫切需要，有助于促进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强道德修养，

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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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uries-old plan is based on educ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to educate peopl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s a clinical course, its clinical object is female, because of the particu-
larity of its research object, it requires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not only to have exqui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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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skills, but also to have the humane care of great doctor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te-
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which is helpful to promote students to mast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nhance moral culti-
vation, and cultivate medical talents with both virtue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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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中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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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通知中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1]。我

们作为医学高等教育传授者，要紧跟党的号召，思考如何将思政元素穿插进入专业课程内容，解决好专

业课内容与思政元素“两张皮”现象。因此，本文从妇产科内容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性出发，探讨思政

元素融入妇产科内容的现存问题，列举妇产科专业内容加入思政元素的具体举措，以期思政课程真正发

挥作用，从而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为医学领域及社会输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临床医生。 

2. 妇产科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思考 

2.1. 妇产科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性 

妇产科学主要研究女性的妊娠、分娩及女性疾病的病因、病理，是一门极需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的

临床学科，因此在妇产科课程中需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和良好素质培养[2]。在信息飞速发展的

现代，互联网信息对年轻人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大学生的价值观及思想意识极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享乐

主义等消极影响[3]。因此，思考和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尤为重要。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内容是疾病与健康，具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特点[3]，

其发生发展关乎生命和健康，因此，课程思政穿插进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妇产科学，

其研究群体为女性，在对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因而在该学科工作中对临床医生

的人文情怀和同理心要求较高，因此建设思政课程尤为重要，其不仅帮助医学生掌握好临床技能，而且

有助于培养其成长为具有良好职业操守和人文道德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2.2. 妇产科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的现存问题 

1) 高校对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的重视度不高。以往课程形式只是单一的“老师传输 + 学生接受”，

传授内容仅为单一的专业知识，导致学生接受度较低，课堂互动鲜少；在提出把思政元素融入专业内容

后，教师也可能只是单一的将思政元素放在思政课程中，很少与专业课结合而进行有效的利用和互动，

导致学生吸收程度并不高，思政课程改革也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2) 高校教师继续延用单一的教学方式。部分医学教师仅注重自我专业知识积累，忽略了学生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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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及人文关怀的培养。在思政课程建设过程中为了上课而上课，为了加入思政元素而修改教案，教学设

计可能并未将思政元素真正融入教学计划，或者只是单一穿插思政内容，并无设计性修改和教学，课堂

上只是自顾自传授内容，没有足够关注学生状态、课堂氛围和学生吸收度情况。 
3) 高校学生在思政课程学习中并未端正态度。可能仅仅为了完成考试而加入课程，面对新形式的课

堂内容并无兴趣，甚至觉得穿插思政案例是浪费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因此使得课堂是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配合并不融洽，间接导致学生在可谈上收获不佳，思政课程效果与预期相比也大幅度减低。 

3. 妇产科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的探索 

3.1. 妇产科思政课程的目标 

韩愈《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即教师是兼具传道、授业、解惑的统一体[4]。
当今“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医学不仅包括生命全要素及全周期的健康，还覆盖个人生活小环境与全球生

活大环境的健康[5]。作为引领医学生步入临床医学工作的临床教师，同样肩负着“引导医学生拥有正确

价值观和人文情怀”的神圣使命。因此临床教师应当坚定党的领导与国家医学人才需求，在临床教学中

拓宽学科发展方向，致力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文价值观和思想道德观，使学生意识到自身发展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 
本思政课程设计旨在课程教学中加强家国情怀、医德医风等人文教育，培育兼具临床专业知识扎实、

人文价值观正确的全能医学人才[6]，即在传授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同时，同时引导学生坚定党的领导，以

患者为中心，将患者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放在临床工作的首位，提升自我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尊重患

者，加强沟通，在精准医疗的前提下保护患者隐私、对患者进行应有的人文关怀、减少不良医患关系的

发生。通过课程的讲解，培养出“与时俱进，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学人才[7]，
真正解决好思政元素与临床课程“两张皮”问题。 

3.2. 妇产科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措施 

3.2.1. 注重高校、教师和学生的配合 
面对新时代国家对医学生的要求及现阶段思政课程存在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乎三方

面：1) 高校应当加强妇产医学专业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3]，即高校做到从上到下“下好一盘棋”，将思

政元素融入妇产科课程作为新时代课程要求，加强高校内部思政课程安排及教师课程设计，助力思政课

程的效果提升；2) 教师应加强课程教案设计[3]，将课程形式多元化，强化与学生课堂沟通，课后加强课

程评价及课堂改进，促进课堂交流及学生课堂教学内容的吸收；3) 学生进行课后进行课程思政评价[3]，
即课下促进多元化反馈，高校及教师对学生提出的课程不足点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形成课前、课后体系

统一。 

3.2.2. 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妇产科教学  
爱国主义精神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在讲解妇产科课程时可融入爱国主义教

育。1) 在讲述发展历程中可串讲我国妇产科发展史，列举我国妇产科相关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及

民族自豪感，如讲述我国妇产科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早在那时中医就出现内科、外科、妇科及儿科

的分工；2) 在讲解妇产科教学内容点时，可讲述爱国人物、爱国故事，促进当代大学生牢记使命，培养

其爱国主义精神[8]，《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扁鹊曾于邯郸一带为妇女治病，被称为“带下医”，

研发了“扁鹊三豆饮”[9]；3) 在教学中多联系当下时事，例如疫情下的妇科医生的使命与职责，从而对

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大学生爱党爱国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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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具体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 
1) 在妇产科第一节课“妇产科发展史”讲解中重温“万婴之母林巧稚”的故事，讲述其为现代妇产

科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助力培养学生勤学苦思、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10]；2) 在“妊娠并发症”章节，

除讲解不同孕周易出现的临床合并症、孕期孕妇应如何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并列举我国“母婴保健法”

中的重点法律法规，介绍我国开展的孕产妇“五色管理”，分别介绍各色管理的评判标准和妊娠注意事

项，同时告知学生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危重孕产妇抢救开辟的“绿色通道”，让学生充分感受我国“脱贫

攻坚计划”的时效性，展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1]。3) 在“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章节，

重点讲解妊娠合并肝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时穿插我国孕妇治疗方案中“阻断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的具

体措施及“新生儿免费联合免疫阻断”治疗措施，展示我国“健康中国”理念[11]。4) 在“阴道炎”章

节，重点讲解各类阴道炎的感染方式及治疗，同时讲述女性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及感染阴道炎后应如何减

慢感染进展的具体措施。5) 在“人工流产”章节，除了向学生讲解受精卵的发育过程、药物流产及人工

流产的具体措施，并讲解口服避孕药原理与分类，对女大学生进行“自爱及自我保护”教育，同时引导

学生关注意外妊娠的未成年或刚成年女性的心理问题等[11]。6) 在“子宫颈肿瘤”章节，我们除了讲解

宫颈肿瘤的发病进展及治疗，同时普及 HPV 感染的各种危险型别，告知学生“两癌筛查”的重要性及

HPV 疫苗热点问题，同时讲述婚前体检的重要性，穿插婚前体检相关内容。7) 在“不孕症与辅助生殖技

术”章节，主要讲解不孕症的病因、诊断及辅助生殖技术的适应证等专业知识，同时结合“明星代孕”

等社会热点问题，融合讲解辅助生殖相关的法律法规，探讨“代孕”的法律及道德问题[4]。 

4. 妇产科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的意义 

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合，使学生意识到妇产科学的学习与社会热点问题息息相关，在具体妇产科章节

中渗透出的法律及道德问题。由此，通过章节知识穿插思政元素的举例，即运用“专业知识 + 思政元素”

的课程学习，不仅有助于学生课堂专注度的提高，同时可以拓宽学生的医学及社会视野，引发学生自我

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拓宽了学生的思考思路，同时也间接提高了学生专业知识的接纳与吸收，有效提

升了思政课程的教育教学水平，逐渐达到国家要求的思政课程水平，培养了符合国家要求的医学人才。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中，要紧跟党的领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2]，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及经验融入妇产科教学中。通过思政课程学习，使学生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事例和经验做法，进而推动医学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融合创新，将

思政元素贯穿于妇产科教学全过程，加强我国“全方位育人”理念，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具有“牢

固理论知识基础和悲悯情怀”的、兼具“人文关怀和患者同理心”的全方位高素质医学人才，为我国医

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强化理论与政治根基。 

5. 结语 

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突显出医生面对患者时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尤为重要[3]。在

临床诊疗过程中，除了精湛的医术，人文关怀亦很重要。通过思政元素融入妇产科教学的改革，将“尊

重生命、热爱生命”融入妇产科教学中，致力于培养“医术仁心、大医精诚”的全方位妇产科医生。通

过妇产科思政教学，旨在将德育观念融入课堂教学，利用新时代信息化发展平台，加强医学生多方位学

习平台，从而提升医学生专业知识水平和医疗人文素养，实现医学方面的全程及全方位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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