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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诊断病理学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临床患者提供最终诊断并指导临床治疗工

作。临床专业研究生将会成为临床工作的主力军，因此在医学研究生课程教育中融入课程思政，达到立

德树人的要求，而在教学过程中要解决思政元素不足、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两张皮”和研究生对思政

教育不重视等问题。因此，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通过制定立德树人的医学人才培养目标，多方位地融
入思政元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课程思政教育评价体系，建构完善的思政教育体系。帮助学生塑

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争做新时代的优秀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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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gnostic path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basic medicine and clinical practice. It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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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s final diagnosis for clinical patients and guides clinical treatment. Clinical postgraduates will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clinical work. Therefore, they should integrat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medical postgraduates’ curriculum education to meet the require-
ments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e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two skins”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ostgraduates’ lack of attention to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tak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we should formulate the medical talent training goal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multiple directions, streng-
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nstruct a perf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o help stu-
dents shape the correct world outlook, life outlook and values outlook, and try to be excellent 
medical worker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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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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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也

作出重要指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教育部在 9 月 22 日发布

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首先就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三全育人”

机制。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责任，尤其是对高层的研究生医学教育，他们

是为社会生命健康服务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对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 

2. 研究生诊断病理学教学中“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诊断病理学的我校临床专业研究生教学的必修课程之一。目前，在教学过程中还是以专业知识讲授

为主，对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还是有一定的缺失。在整个的教学环节中，思政教

育与专业知识教学整合中还存在以下的问题： 

2.1. 现有诊断病理学课程教学体系思政元素融入的不足 

诊断病理学一直保持着其课程教学特点，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融入不足。虽然个别教师在

教学中也渗透了“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医者精神，但涉及面及内涵还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研究生教

育的要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无论是从国家利益、人民权益的层面，还是个人发展的角度，

都有必要把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合到课程建设中去。 

2.2. 诊断病理学专业课程教师的重视度不够 

在日常的专业课程教学中，专业课程教师缺少思政教育的经验，使得医学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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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脱节。还有部分教师认为课程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的关联度较低，很难在课程中去推行。甚至部分教

师错误地认为思政教育工作是高校思政课程以及辅导员的任务，导致课堂教学的价值引导与知识传授呈

相互分离的状态[1]。 

2.3. 医学研究生重专业轻思政影响思政教育的学习效果 

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基本上更加重视专业课程学习，对于思政教育缺乏主观能动性。不少学生认为医

学课程教学中加入思政是“官样文章”，从心理上会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在学习中也忽略思政内容的摄

取，完全认识不到思政教育的重要；也有的学生认为只要掌握好专业知识就足够了，思想上发生改变没

有什么大不了。这些情况都加大了课程思政内容的建设和思政教育的难度。如何让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

有机融合，推动学生全方位发展，是每一位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的问题[1]。 

3. 课程思政在研究生诊断病理学教学中的意义及诊断病理学教学中的可行性 

3.1. 课程思政在研究生诊断病理学教学中的意义 

在研究生诊断病理学教学过程中，实现课程体系中的章节内容与思政内容发生融合、相互促进，这

样才能更有效的确保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同时，“课程思政”贯通于专业课程中，使思政教育和价

值观引领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在这一导向下，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课之间形成协同合作的整体，相

互滋养、相互支撑、形成育人合力，共同作用和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此外，“课程思政”建

设的关键在教师。进行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融合时，也能全面促进和提升本专业课程教师的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的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协同育人实效[2]。 

3.2. 课程思政在诊断病理学教学中的可行性 

病理学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间的桥梁学科，在医学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其教学内容中

体现大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比如，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损伤与抗损伤的斗争，局部与整体间的相互

影响与制约；有较强的系统性、逻辑性、科学性及客观性，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追根溯源、融会贯通；指

导性和实用性强：为临床患者提供最终诊断并指导临床治疗工作。因此，诊断病理学中包含辩证法、实

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人文素养等丰富的思政元素，为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提供了教学素材。 
专业的思政课程教学团队，在思政教育教学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加强诊断病理学课程教师与专业思

政教师的交流、合作，有利于诊断病理学课程思政的实施与开展。目前，学校也在大力促进和发展课程

思政建设，经常会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劳模担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特聘教师，也为“课程思政”

建设与实施提供优质教师资源[2]。 

4. 以课程思政理念为引领，大力推进思政教育的方案 

课程教学团队应围绕诊断病理学课程思政目标，加强教学设计、全面规划，对研究生培养目标、教

育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思考，不断健全课程教师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 

4.1. 制定立德树人的医学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时，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遵循课程教学规律，充分发掘医学教育的德育资源，构建“思政”育人格局。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

[3]。因此我们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就应将立德树人充分融入教育教学中，重构医学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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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课程建设中多方位的融入思政元素 

课程建设是课程思政的核心。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加入医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

治意识、道德修养的课程，将职业素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等内容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塑造医学生

医者仁心的素养和德能兼修的能力。比如在病理学感染性疾病教学中，列举目前国内外新冠疫情的发病

率及死亡率的数据对比，通过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情怀。

从身边人的事迹中讲述医学人不畏艰苦，支援大西北，刻苦钻研，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精神。医学生

不仅要学好专业的“硬本领”，还要学会走进患者的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开导、安慰、关心和同情，

应具备帮助患者积极乐观地面对现实的“软实力”。在病理学实践教学中，以案说法，让学生明确，医

生要维护患者的隐私权、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等权利，并要清晰自己在诊疗过程中应尽的义务，依

法依规处理好医患关系[4]。 

4.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承载着传授医学专业知识技能、启迪医德思想、传播生命科学真理的神圣使命，肩负着塑造医

学生灵魂与生命的时代重任，是医学教育方针政策的落实者，是仁心仁术医学人才的培养者，是推动“三

全”育人的重要执行者。为此，专业课程的教师要主动加强学习，关注社会事件，从医学专业视角解读

背后真相。同时，通过参与教学研讨交流会，了解专业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困惑；

制订符合本专业特色的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计划，选派教师参加培训学习，邀请专家面向全体教师进

行系列专题讲座，帮助教师立足自身学科的特点，深入挖掘所授课程蕴含的爱国情怀、人文精神、社会

责任、文化自信等德育要素，优化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5]。 

4.4. 探索课程思政教育评价体系 

提升课程思政教育水平，离不开构建多种评价体系对课程思政教育质量进行评价。设计适合诊断病

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教师自我评估表格，通过对授课效果的实现情况、教学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学生

对效果的反馈情况、授课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自我评估，以便进一步提高医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的效

果。学生是课程思政教育的主体，课程结束后，以调查问卷等形式围绕教师教学效果、学生自我评估以

及意见建议进行教学效果评价。在进行上述过程性评价的同时，也开展终结性评价，即除了对每节课进

行评价，也要对每学期、每学年以及毕业学生进行终结性评价。除了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建立外，还要

逐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这样更好地促进教师全身心的投入到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融合的建设中[6]。 

5. 结语 

课程思政以专业课程作为思政内容的载体，拓宽了思政教育途径，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相融合，

建构思政教育体系，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同学们钻研医术，争做新时代

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因此，教师和导师必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实践性，推动我国医疗卫

生事业迅速健康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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