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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维度集成与思考
杨彩鸾　尹勤芳　肖芳梅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

摘要：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在于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临床医学专业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中，围绕课程、思政、

课堂、教师这四个维度的定位与功能，加以集成和创新，实现知识传授和思想引领、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契合，推动医学职业能

力教育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形成“三全育人”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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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课程思政，指在各学科各门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加强非思政课程的

价值引领作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核心要义，明确提

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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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才培养包括

两个方面即培养学生成人和成才，培养成人主要指具有良好的职

业素养、正确的人生观、家庭社会责任感等；培养成才主要指具

备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方法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临床医学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面向医养健康产业岗位群，培养具有“医

者仁心”的救死扶伤精神、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精专业、懂康养、

会管理、善传承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高质量服务广大

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的教育教

学中，如何真正实现课程思政育人格局，值得我们医学教育者去

思考和探索，本文从课程、思政、课堂、教师四个维度，探讨如

何全面系统推动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集成与思考。

一、立足课程建设，强化知识目标与素质目标相交相融

“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 管理

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课程是学科体系、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的核心部件，是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桥梁和

纽带，课程建设的质量与实施课程思政的效果密不可分，因此课

程标准制定和教学目标定位至关重要。

内科学是临床医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其知识目标是根据职

业能力需求，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扎实理论知识、过硬专业

技能和吃苦耐劳精神，能够服务于大健康医药卫生产业的高素质

技能技术型人才；素质目标是以“培养什么人”为主线，遵循崇

尚人文精神，彰显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思政工作情境，践行爱

岗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课程标准建设中，根据系统疾

病的知识特点，把课程中蕴含的道德情操教育，职业素养教育等

思政元素充分引用出来。在教学过程中打破以往局限于传授知识

和培养技能的固有模式，深入挖掘蕴涵的思政元素，促进知识传

授和思想引领、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相辅相成，实现显性教育

与隐性教育有机结合，推动医学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

形成“全课程” 育人格局。

二、把准思政融入，推动课程与思政协同育人

随着以疾病为中心向生物、心理、社会这一现代医学模式的

转变，更加注重了对人的尊重和心理健康的照护，赋予了医疗活

动更广度的视角， 给临床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人文医学教育要

求。在内科学教学中，只有合理有效推动课程与思政协同育人，

才能全面培养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一）遵循专业属性，发挥课程德育功能

课程思政要遵循专业课程的本质属性，内科学教学在培养医

学生学会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同时，更

具鲜明的价值导向，比如新冠疫情期间，无数奔赴疫区，夜以继

日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他们所呈现的家国情怀、坚守的

救死扶伤初心，彰显的大无畏奉献精神，投射的社会责任感，在

案例教学中启发学生讨论和思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良好的职业情感。因而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提炼内科学

各系统疾病诊疗活动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遵循岗位职业素养规律，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发挥课程德育功能。

（二）找准契合点，促进课程思政提质增效

提升课程思政的效能，需要找准契合点，在柔性化融入上加

以推敲，在系统把握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前提下，创设工作情境，

将思政教育元素柔性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注意思政融入不能牵强

附会和生搬硬套，对于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要在课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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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上找准切入点，将传授专业知识与传递价值意蕴有机结

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培养学生具备临床诊疗岗位的

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崇尚人

文精神，坚守医者仁心的价值取向；并积极有效地回应学生关注

的热点，引发思想共鸣，促进课程思政提质增效。

三、用好两个课堂，搭建课程思政育人平台

（一）用活课堂，创建课程思政育人路径

“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

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这个关于如何立足课堂、

用好课堂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论述，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明了方向，也为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发展中用好“两个

课堂”提供了可行性路径。在内科学教学活动中，“小课堂”以

临床医生岗位能力为中心，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线，在案例实践

教学中对项目目标进行重构，创设真实“大课堂”临床工作情境，

创建“知识掌握 - 能力获取 - 职业体验 - 岗位实操”的“工作性

教学”路径，形成以老师为引导、学生为中心的师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获取学科基本理论

知识和临床技能，全面提升专业核心能力和职业素养，这是内科

学通过课堂实施课程思政的有效路径。

（二）递进衔接，推动两个课堂育人合力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推进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在教学中

必须衔接好“两个课堂”的合力育人功效：首先科学设置内科学

各教学内容知识和技能目标，把握内科各系统疾病诊疗活动中蕴

含的思政教育元素，精准达成拟定的价值引领目标，实现内科学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其次“小课堂”要深入研究和准

确把握当下医疗行业社会背景，国家医改政策，学生毕业就业定

位，今后工作岗位职业能力需求等，搭建“大课堂”实践教学平台，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教学、临床见习、社会实践等

方式，基于内科疾病诊疗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职业资格准

入标准需求，以真实工作任务及工作过程为依据整合、序化教学

内容，确立胜任岗位职业能力所必须的素质、知识、技能目标。

通过教、学、做相结合，培养学生过硬的职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

素养，推进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零距离接轨，促进学生在“两

个课堂”中成长成才。

四、增强教师职责，提高教师育人战略高度

教师是红烛更是火种。教师要树立先进的教育思想、更新职

教理念，按“四有老师”为标准，以“三全育人”为导向，不仅

仅要教好书，更要育好人。

（一）树立育人理念，做好课程思政导航人

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教师起关键性作用，教师必须要牢固树立科学的课程思政

理念，同时要具备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组织和执行能力。目前，

有一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实施的力度还不够，对课程思政的内

涵还不太明确，主要体现在强化专业知识教学而弱化课程思政育

人上，导致课程思政实施堵点呈现、运行不畅。因而必须增强教

师课程思政的认知度和应用水平，自觉站在培养新时代医学人才

的战略高度，把价值引领融入知识传授、内化于职业素养养成之中，

做好课程思政导航人。

（二）增强育人职责，发挥教师主体育人功能

实施课程思政，教师要有应教的观念、愿教的态度、能教的

水平。在内科教学中，要全面提升课程组教师组织和执行课程思

政的能力，把握相关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比如，内科学

“冠心病心肌梗死”教学内容环节，就心肌梗死的临床表现和黄

金救治时间，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的紧迫性临

床情境，引出社会上“有人倒地扶与不扶”的医学人文问题，引

导学生思考和探讨，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救死扶伤的使命感，

在传授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有效的融入了课程思政元素。由

此加强教师在知识点中主动挖掘、充分利用、找准切入点的能力，

在不断启发中实现思想引领、价值引导，发挥教师主体育人功能。

总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必须打好课程建设基础、强化思

政教育内核、用好课堂教学平台、提升教师队伍能力。内科学课

程思政建设只有通过多维度集成和创新，才能实现知识传授和思

想引领、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推动医学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同频共振，才能切实有效形成“课程思政 + 思政课程”

的“三全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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