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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与高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融合研究
钟人龙　谢小强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发展之路，借鉴多种教育

模式下的工作经验，从双元制、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人才等培养模式中挖掘灵感，彰显高职教育新风貌。依据新时期教育政策指导，

我院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拓展新思路，开展 1.5+0.5+1 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将在校内学习 1.5 年，在赣州市人民医院学习 0.5 年，

最后一年依据个人选择进入实习医院。到目前为止，我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也在探索与实践方面取得初步成效，本文就

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希望能够为相关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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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服务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岗位也对医疗人才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而高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必须注重学生的职业能

力与职业素养成长，将社会岗位需求渗透到教育教学过程中。近

年来，红色文化在思政教育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对学生思想品德、

道德修养的提升有着极大促进作用。那么，是否能够将红色文化

渗透到高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中呢？答案是肯定的。红色文化育

人机制推动下，高职学生能够认识到爱国爱家、爱党爱民的重要性；

能够树立起伟大的理想与信念，誓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发展做

贡献。

一、红色文化与高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融合意义

（一）红色文化是医学文化创新的活力源泉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经过千百年的历史传

承与积淀而成，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起到积极引导作用。虽然

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仍然能够启发今天的青年艰苦

奋斗、不断拼搏。实际上，红色文化中孕育的不屈不挠、不弯不

折也正是医学文化中具备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传承优秀红色文

化，从红色文化底色下的血与泪吸取教训，提高文化自觉性与创

新性。由于医学专业人才面向的社会岗位是城市服务，更是人类

的身心健康服务，因而红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生命可贵等等都

是值得认识与思考的。作为一名医学生，更当从红色文化中汲取

营养，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思索自己的需求与能力、理想与实际，

从而付出巨大的心血充实理论与实践知识，为今后的工作内容时

刻准备着。医疗卫生人才是分门别类的，也有无数的学科与未知

领域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每一名医学生都有责任不断学习，提

高自身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在科研、服务、管理等方面做出贡献，

更好地为城市居民健康做好保障。

（二）红色文化是传统中医学文化的基础保障

红色文化与中医学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二者间也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作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发展和进步。在医

疗卫生人才培养模式中，渗透红色文化与中医学文化是新时代的

根本需求，同时也能够助力医学生临床知识与学术水平提升，促

进其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进一步成长。红色文化中舍己救人与艰

苦卓绝也是中医学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

写道：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

迹之心。龚廷贤在《万病回春 云林暇笔》中写道：凡病家延医，

乃寄之以生死。所以，红色文化是传统中医学文化的基础保障，

更值得现代医疗机制参考与借鉴，在医疗卫生人员思想政治教育

中更是值得一讲。将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中能够

教训与警醒医学生，以他们的思维与行动统一促进现代医学文化

落地生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医患关系调停。凝聚中国魂，

红色基因将铭刻医疗卫生人员的血液中。

（三）红色文化人文精神助力于人类健康新发展

红色文化是优秀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

精神更是应当渗透到医疗人才培养中，诠释生命与发展的重要性，

培育大学生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意识与观念。人文精神强调以

人为核心，本质上需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关注人类整体性，

关注人类生命的繁衍。而这也体现在医疗服务对孕产妇抢救的重

视程度上，不论是国家政策支持，还是医疗体系、医师素质等都

尽可能保障孕产妇的生命安全。红色文化也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

时期中彰显人文立场、人文态度、人文意识，其最终人文价值也

体现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怀上，所以说红色文化中体现的人文

精神值得借鉴与应用。高职院校应当以红色文化人文精神鼓励学

生，激励他们追求真理、完善自我，以“医者父母”的人文知识

开阔视野；以“大医精诚”的人文精神充实内心；以“医乃仁术”

的人文方法精益求精，承担起人类健康赋予的责任与使命，为维

护人类健康与发展贡献力量。

二、红色文化与高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融合现状

目前，高职医学教育体系下更注重学生临床技能提升，不太

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同时，未开设具有特色红色文化的思政课程，

也未组织相关的红色文化活动，更无论是红色文化宣传与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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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调查显示，有近 70% 的学生认为医德培养主体应当

为教师群体，不论专业课教师、临床带教教师、思政课教师等。

在思政课教学中融入医德素质培育占比这一选项中，将近 20% 的

学生认为占比应当在 80% 以上；近 40% 的学生认为占比应当在

50%-30% 左右；近 30% 的学生认为占比应当在 30%-10% 左右；

近 10% 的学生认为占比应当在 10% 以下。在思政课教学融入医德

素质教育这一问题持什么态度这一选项中，近 80% 的学生表示十

分欢迎，近 15% 的学生认为意义不大，近 5% 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

由此可见，高职思政教育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有着广阔

的法扎安空间，在红色文化与教育教学融合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而教育者也应当重视起医疗卫生人才素养培育来，结合红

色文化共育大学生职业素养。

由于 1.5 0.5 1 人才培养模式使得许多学生一半的时间身处

医院，很难直观清晰地了解红色文化、思政教学、职业素养等知

识内容，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此类相关问题更是后知后觉。所以，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刻不容缓，我们定当培养大学生具有“大医精

诚”“精益求精”的医师品质。

三、红色文化与高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融合策略

（一）理论教学与红色文化相融合

红色文化融入理论课程教学中十分必要，学生在校学习的 1.5

年里，将对公共基础课程进行全面学习，其中思政课程中就可以

融入红色文化。“思想道德与修养”“中国近代史纲要”“毛泽

东思想概论”等课程下都可以针对含有红色文化因素的章节进行

重点教学，结合小组合作、自由讨论、当堂辩论等方式深入探析

红色文化，去寻找红色文化借以依托的实物、事件、人物，加强

高职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尤其以医师、医师英雄事迹

等为解释，进一步提高课堂感染力和学生趣味感知。在理论课教

学中，专业教师切不可局限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课堂，而应当以

开放性、实践性的任务、项目等带动学生亲力亲为、亲身感受，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红色文化学习自觉性，培育他们热爱党、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家庭。同时，还可以针对课程课时中

的核心素养进行挖掘，将其有效的渗透到教学细节中，培养高职

生学习能力、基础能力等，让他们在医学专业发挥中游刃有余。

（二）实践训练与红色文化相融合

我国的大好河山处处充满红色文化，遍地是鲜血换来的和平

与幸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延安革命根据地、右江革命根据地、

革命烈士纪念馆、革命英雄故居等等，都是医学生可以认识或实

地参观的。西海地下医院为“红色定向学‘四史’”，相关院校

及教育者可倡导大家在假期、长假等时间段实地参观，没有条件

的学生也可以博览群书开阔视野，阅读《地下的太阳》，倾听王

门村的乡亲共同讲述“红医”无私无畏、救死扶伤的事迹，埋下

“医学报国、医心向党”的星星之火。在清明节、国庆节、八一

建军节等重要节日，也可以利用地区红色资源展开实践活动，带

领学生参观烈士陵园、英雄纪念碑等，以春游、秋游的形式融合

红色文化教育。当然，基于红色文化传播的教育活动远不止这些，

日常教学中也可以通过红色文化交流会、红色文化讨论活动、红

色文化辩论赛等来实现，医学生也可以参与类似的校内活动学习

红色事迹、红色历史、英雄人物。

（三）红色文化校风、班风、学风

校园文化、班级文化、学习学习风气是感染学生的重要力量，

具有潜移默化的濡染功能。尤其对于医学生来说，课程知识内容

多而杂、课程知识学习难度大，良好的环境影响更是至关重要。

基于红色文化影响下的环境建设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学生将带着

愤慨、自豪、奋斗等情绪展开学习，同时以深刻的、坚定的理想

与信念投身于救死扶伤。教育者应当在教室、图书馆、食堂、宿

舍等学生经常接触到的环境中悬挂医师誓言，以革命英雄塑像伫

立于校园，以红色英雄人物命名图书馆、读书角等。此外，还可

以在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演讲比赛、学术报告等中融入“红医”

事迹，让红色文化渗透到学院学习与生活上下，而后带动医学生

努力奋进、艰苦奋斗，以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激励自身，以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督促学习。

四、结语

总而言之，1.5 0.5 1 人才培养模式下红色文化与高职医疗卫

生人才培养的融合至关重要，是创新之举，更是活力源泉。高职

学校、高职医学院、管理者、教育者等都应当积极拓展创新，让

红色文化在学院生根发芽，以“红医精神”勉励学生，以民族自

豪感激励学生。我校虽在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创新中取得初步成效，

但也应当乐观的、积极地面对现实问题，在探索与实践中继续积

累经验，争取打造出更高效、更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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