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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课程思政的建设途径探索

鞠香丽 裴冬梅

全科医生工作主要面向基层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社区居民的健康提供保障及全方位、全周

期的优质医疗服务。全科医生作为基层医疗卫生

的第一道防线，不仅需要过硬的临床专业知识和临

床实践技能，更需要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崇高的

职业信仰、深厚的人文情怀。我国全科医学发展起

步较晚，且面临着全科医学人才较少、全科医生学

历水平整体不高的问题，而且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从

事全科医学职业的意愿不强。加强全科医学的课

程思政教育不仅能充分发挥全科医学课程的育人

作用，更能提升高校毕业生对全科医学职业认识的

深度和广度，提升学生全科医学职业信仰，为基层

医疗培养技术精良、品德高尚的全科医学人才。

1 全科医学课程思政现状

以中国医科大学为例，在医学院校的课程安排

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思想政治课程通常安排

在大学第一、二学期，而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安排在

第七学期。传统教学中，全科医学课程教师与思想

政治课程教师各司其职，授课教师更加注重学生对

专业课知识及临床实践技能的掌握。我国高校附

属医院的教师通常身兼数职，承担着教学、医疗、科

研工作，精力有限，对思想政治内容及社会时事热

点理解及关注有限，在专业理论知识中挖掘思政元

素和思政案例余力不足，因此加强教师与学生的思

政教育建设迫在眉睫。在全科医学专业课中开展

思政教育有助于加深全科医学课程的内涵建设。

全科医学课程建设在医学专业知识中挖掘思政要

素，在引领学生加强全科医学专业知识、全科职业

技能等岗位胜任能力的同时弘扬我国传统美德、文

化精神，实现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意识形态引领，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制意识、职业道德修养

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过程[1]。

2 全科医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2.1 加强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 深化高校课程

思政教师的政治内涵不仅是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

更是实现课程思政实践的必由之路[2]。为提高教师

对课程思政的认识，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充分发

挥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中主力军的作用，推

动课堂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积极申报校级课程思政项目，建设课程思政

教学团队，修订教学大纲，将思政教育融入到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中，推动专业

知识技能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双管齐下，齐头并

进。同时，组织教师参加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培训、课程思政主旨精神的研读，通过腾讯会议、

雨课堂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高等院校课

程思政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培训、高校课程思政与

思政协同育人研讨会、高校课程思政系列培训活动

及课程思政的教学与实践讲座，积极组织形式多样

的课程思政设计教学比赛并组织教师进行观摩学

习，将各教研室的优秀课程思政案例编写成课程思

政案例集，形成规范化、体系化的课程思政建设

体系。

2.2 在理论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

2.2.1 教学方法改革 全科医学概论是一门综合

性临床二级专业学科，内容涵盖广泛，融合了临床

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的相

关内容。全科医学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服务理念。

全科医生除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外，更需注重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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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能力的培养[3]，因此教师在授课中应结合全科

医学特色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开

展全科医学思政课程，打破被动式学习，激发学生

课程思政内容学习的兴趣，将人文情怀能力的培养

贯穿在丰富的教学活动中。我院在全科医学教学

中改变传统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

采用多媒体、雨课堂等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实现

课前、课中、课后全程的学-教联动，全面贯彻立德

树人的精神。教师采取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以

案例为基础的教学、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角色扮

演、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充分发挥

学生在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及团结合作的精神，引

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教学方法多样化使得

全科医学思政课程教学过程更趣味化、教学效果最

大化。

2.2.2 将思政教育引入课堂教学 授课教师不断

与时俱进，强化自身政治素养，以身作则，树立正面

的、积极的价值观念，收集紧跟时代的、贴近社会

的、源于生活的正面的育人育德案例，并将其融入

到课堂中，从而实现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厚重的人文情怀及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在全科医学以人为中心授课过程

中，授课教师引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这句名言与全科医学的服务宗旨相

契合。全科医学强调以人为中心，不仅负责疾病

的诊治，还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生活状况、社

会需求，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建立医患

信任关系。通过引入名言，抛出全科医学以人为

中心的基本原则，课堂讨论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

的区别，引导学生真正理解全科医学的生物-心

理-社会医学模式，意识到人文关怀的重要意义，

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同情心、医者仁心、仁心仁术。

在全科医学的问诊教学中时，教师与学生通过角

色扮演，建立全科医学诊疗思维，引导学生换位思

考，理解患者的患病体验及期待，敦促学生尊重患

者、理解患者、关心爱护患者，全心全意为患者服

务，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需，

患者的利益重于一切。

2.2.3 建设全科医学思政案例库 建立思政案例

库是思政育人的有效途径[4]。及时梳理社会热点，

挖掘全科医学专业知识中及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蕴

含的思政要素，建设全科医学思政案例微视频库。

比如收集疫情期间援鄂人员的抗疫日记、视频、图

片等，汇集学生熟悉的身边的援疆、援藏、下乡扶贫

教师的典型事迹，具体记录思政融合要点及思辨过

程，详细分析思政案例思考题，如“作为全科医生在

疫情期间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更好？”深

化学生对全科医生的职业认同感及全科医生的责

任担当，激发学生的不负使命、勇于担当、救死扶伤

的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奉献精神。

2.3 在基层实践中探索思政教育

2.3.1 基层实践深化思政教育 全科医学的课间

实习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是学生最直接体验全科医生工作的场所。

学生通过体验式学习加深对全科医学的认识和了

解。学生按组分配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各个诊

室，全科医学门诊全科医生在问诊教学过程中注重

以人为中心，各系统为一整体，体现以人为本、全面

细致、严谨的医学态度。在全科病房接诊患者教学

过程中，锻炼其与患者沟通交流及爱岗敬业、团队

团结合作的能力。在儿童保健诊室实习中，全科医

生耐心询问及对儿童的照顾，无形中向学生渗透敬

畏生命、关爱生命及中华民族的尊老爱幼的优良美

德。在孕期妇女保健实习中，学生在带教教师的指

导下为孕妇建立孕妇保健手册，并进行健康教育、

早孕保健、产前检查、高危妊娠筛查等，促使学生在

实习中培养务实、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及良好的人

文关怀能力，与社区居民建立良好的医患信任

关系。

2.3.2 实际行动强化思政教育 组织学生参加社

区义诊活动，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如为老年人测

量血压、进行听诊体格检查、疾病咨询问诊等活动，

建立社区人员健康档案；鼓励学生结合全科医学知

识向社区居民普及健康知识，进行健康教育；随同

社区全科教师进行新生儿、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的

家庭访视；组织讲座，邀请社区抗击疫情的医务人

员讲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的作用及作为一名全科医务人员在疫情期间是如

何发挥作用的。学生在实际行动中提高了专业技

能和职业素养，增加对全科医生职业认同感，践行

人文关怀精神。

2.4 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机制，优化课程思政评

教系统

2.4.1 成绩考核评定 目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全科医学课程学生成绩评定采取形成性评

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评价包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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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预习、课堂表现、小组讨论、课堂发言、课后作业、

课间实习、阶段测验。终结性评价包括期末测试成

绩。而教师的教学质量及课程思政能力采用同行

评价、院级/校级督导评课、学生评课等多种方式。

为检验全科医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健全全科医

学课程思政建设，真正推动课堂教学提高学生核心

岗位胜任能力，同时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升学生的

政治素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正逐步推动

完善全科医学教学成绩评定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的评测。在教学考核中评定思政教育不仅是检测思

政教育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效果的有效途

径，同时也具有教学引导作用，能够激发教师在专

业课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的积极性[5,6]。

2.4.2 注重学生反馈 课程思政教学强调的是在

专业知识的教学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

业信仰，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提升学生的内涵，不

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独立化、扩大化[7]。学生是课堂

的主体，学生对课堂思政教学评价为全科医学课

堂思政教学实践改进提供了方向。对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开展了全科医学课程思政教学的

2018 级本科生 208 名进行调查，调查显示 90.38%
学生对实施全科医学课程思政给予了肯定性评

价；82.21% 的学生认为有助于理解专业课程中的

知识点；88.46% 的学生认为全科医学思政课程能

够提高职业素养；93.27% 的学生认为有助于树立

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85.58% 的同学表

示对全科医学及全科医生有了新的认识；80.29%
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创新思维。问

卷调查表明在全科医学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的必要性，学生更能深入理解到全科医学知识点

又提升了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专业课程真正发

挥了思政德育的效果。

3 展望

全科医学教学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

意义，授课教师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

课程思政认识，以理论教学中发掘思政亮点，在基

层实践中落实思政教育，并重新修订全科医学课程

评教系统，将学生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家国情怀及

人文精神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全科医学课堂不

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主阵地，各高校应积极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及医疗

分级诊疗制度下社会对全科医学人才的要求，培养

出品德高尚、技术优良、具有社会担当的全科医学

人才，健全全科医学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提升全科

医学课程内涵建设，实现全科医学内涵建设和思想

道德教育互联互通，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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