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 卷 第 10 期
( 2013 年 10 月)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SOCIAL SCIENCES JOUＲNAL OF UNIVEＲSITIES IN SHANXI

Vol． 25 No． 10
( Oct． 2013)

* 2011 年省级教改课题“基于第二课堂的中医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J2011077) 部分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2 － 06 － 24
［作者简介］李 俊( 1965 － ) ，女，山西洪洞人，山西中医学院思政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医哲学。

王志中( 1965 － ) ，男，山西原平人，山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医学社

会工作。

高校思政课育人目标与
医学专业育人目标的契合*

李 俊1，王志中2

( 1． 山西中医学院 思政部，山西 太原 030024; 2． 山西医科大学 人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摘 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设的公共理论课程，基于其特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教材体系的统一性，广大

教师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育人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机融合。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坚持思想

理论教育与医学专业人才培养实际相结合，力求寻找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目标与医学专业育人目标的契合点。使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真正接上“地气”，避免一味的“灌输与说教”，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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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方案”实施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工作者紧紧围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实效

性”这一核心问题，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思考，取得了大量的教学研究成果，促进了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提高了教学实效性。
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离“大学

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的教学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没有充分实现其课程性质与地位所要求的育人功

能。从目前的教育现状来看，影响教学实效的关键

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没有真正实现理论与实际

的有效结合，存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育人与专业人

才育人的脱节; 或者说没有找到两者的有效契合点，

无法实现两者的“无缝对接”，致使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空泛性和游离性。基于以上问

题，本文在把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定位与育

人功能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医学人才培养目标，力求

寻找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目标与医学专业人才育人

目标的契合点，充分调动医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学习兴趣，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育人实效。

一、医学院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育人功能的根本定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与作用，决定

于其课程地位。《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 ［2004］16 号) 指

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对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

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地位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

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育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的一项根本措施和基本途径，从根本

上体现着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其二，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主渠道地位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内容和根

本任务，旨在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

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想，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必然与

现实根据。其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每个大学生的

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是具有系统性、逻辑性的体

系，必须通过系统的、完整的课程设置，才能达到教

育目标; 同时，大学生成才教育不仅需要科学文化素

质和健康身心素质，还要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附加在其他课程中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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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随意取舍和任意设置。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

论课与专业课程同样必不可少。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赋予其独

特的教育功能。其一，理想信念育人功能。理想信

念是一个民族凝聚意志的精神力量，是一个人奋发

前行的动力与灯塔。温家宝总理告诫大学生要经常

仰望星空，一个不能仰望星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民族。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

望和祖国的未来。青年大学生必须有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信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有振兴

中华的崇高使命感和荣誉感，中华民族才能实现复

兴。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培养大学生坚定政治信

念、树立社会理想的艰巨使命，任重而道远。其二，

思想理论育人功能。坚定的信念与理想，需要科学

理论的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具有政治性，而

且具有科学性，体现了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

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启人心智的理论内涵。通过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传授和思想启迪，使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辨别评价真善美

的标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必须通过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讲解，

充分展现科学理论的魅力，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

大学生，使他们做到真懂、真信和真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其三，行为规范引导功能。只有知之愈深、才能

信之愈坚，以致行之愈笃。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

以及爱国的情感，只有落实到行动上，才能转化为推

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当前的大学生受各种价值观冲

击，受种种利益诱惑，在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上出现

迷茫。在对大学生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过程

中，必须始终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把社会主义价值

取向、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

观贯穿于做人做事的行为规范教育中; 通过社会主

义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大学

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塑造

健康心理人格，解决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二、基于医学人才素质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育人功能的具体指向

医学是关乎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科学，兼具自然

科学属性与社会科学属性，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的完美统一。医学精英人才既要有科学精神素

养，也要有人文精神的情怀，必须兼具科学素质与人

文素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医学人才综合素质培

养中，必须结合医学科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学科

特质，遵循医学人才成长规律，充分发挥其在医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医学科学素质、医学人文素质，以及

医学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培养中的作用，以实现医

学生的全面发展。
( 一) 医学理想与使命感的培养

当代青年胸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具有实现自我

价值的崇高追求，但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远大

的理想只有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才能落地开花。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教

育、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与医学生的职业理想结合起

来，引导医学生以解除人民的疾病痛苦、增进人民的

健康福祉为己任，树立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和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当前，

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商品经济既激发了人

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和激情，某种程度上也吞噬

着人们的科学信仰，青年人的科学理想和信仰正在

遭受过分物质主义倾向的挤压。同时，与西方文化

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关注对人生的

终极思考。儒家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为人生追求，缺少对宇宙自然的探索精神，没

有古希腊哲学家“寻找宇宙万物特定秩序的原因”
的使命感。基于此文化传统，中国不乏思想家，但缺

少自然科学家; 中国人政治理想很远大，但科学理想

则很贫乏。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的科学

创新需要科学理想，中国医学发展需要具有献身医

学事业理想的医学人才。基于此，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教育医学生树立崇高的医学科学理想。医学生进

入医学殿堂，必须谨记如下誓言:“在我被吸收为医

学事业中一员时，我严肃的保证我的一生奉献于为

人类服务”( 《医学日内瓦宣言》) ; “我要把我的一

生奉献给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我要用我的良心和

人格行使我的职责。”( 西波克拉斯誓言)

( 二) 医学人文与科学精神的培养

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人的认

识与实践活动中，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突

出人高于物、贵于物的特殊地位，强调人的价值重于

物的价值，生命价值优先的人道主义原则; 强调相互

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突出人人平等的原则; 等等。
医学是最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事业，在医疗行

为中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张扬与提倡。医学人文精神

体现为“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行医理念，体现为医

生对生命的重视和尊重、对病人的关心与爱护。自

20 世纪中后期，人类疾病谱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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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为主的疾病谱已经被以与

社会、心理、环境等诸因素密切相关的慢性病疾病谱

所取代; 同时，医疗行为中高度技术化与商业化的行

为，使医疗的人性本质被逐利行为异化，医师只见

病、不见人，对生命的漠视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与对

立，医疗行业变得冷漠与无情。人们逐渐意识到: 医

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病人的疾病，更是生病的人; 疾病

的康复不仅依靠先进的医疗技术，还需要医务工作

者对病人情感的关怀和心灵的慰藉; 医疗技术不只

是延长人的生命，更要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
同时，医学 模 式 也 开 始 了 由 生 物 医 学 模 式 向“生

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人文

精神正在回归。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注重医学哲学

理论研究，把“医乃仁术”“人命至重，贵在千金”的

理念灌输到医者的思想中，使之升华为一种崇高的

精神信念，并固化到医疗行为规范中，真正实现救死

扶伤、保障健康的医学宗旨。
科学精神是人们进行科学认识与探索活动中遵

循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

价值理念、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内涵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求真求实精神、批判怀疑精神、
协同合作精神、执着坚韧精神以及理性精神等等。
医学具有科学属性，它是以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

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以探索人的生理与病

理规律为对象的学科，是对人自然本性的一种探究

与认知。医学领域的认识与实践必须遵循科学认识

规律，树立科学精神，才能不断推动医学科学的进

步。医学科学精神，就是在医学认识与实践活动中

必须坚持的信念、原则和规范。医学认识与实践活

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人体生理病理的

本来面目揭示其本质和规律，要把追求真实、反对虚

假，作为科学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基本品格。医学科

学的探究必须能突破前人之见，对新事物大胆猜测，

对旧理论大胆怀疑，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对待

传统理论和周围事物，勇于突破思维定势的束缚，善

于置疑，敢于批判。只有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善

于群体攻关、相互协作，才能使创造力得以充分发

挥，更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科学没有坦途，

只有不畏艰险，勇于攀登，才能走到科学的顶点。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必须有的放矢地进行医学科学

精神的教育渗透，把思想性教育与医学方法论教育

结合起来，培养医学生树立科学精神，增强理性思维

能力。
( 三) 医学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培养

医师承担着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特殊使命，被

社会誉为健康卫士、白衣天使。高尚医德是一个医

师最重要的品质，所谓: “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

之师也。”( 司马迁语) 当前医疗行业存在着收受“红

包”、医疗过度等医德医风问题，败坏了行业形象，

影响了医患关系，致使医患信任危机引发的流血事

件频繁发生，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人群。古代医学

一向倡导“无德不成医”“万善德为先”的职业信条，

中国古代医家常将“医乃仁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西方医家同样注重职业道德修养与职业规范的修

持。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医师曾作如下宣

誓:“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

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给病人带来痛苦

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

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

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

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

露。”南丁格尔誓言:“愿吾一生纯洁忠诚服务，无为

有损无益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 慎守病人家

务及 秘 密; 竭 诚 协 助 医 生 之 诊 治，务 谋 病 者 之 福

利。”因此，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医学生的道

德教育中，要把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注重

医学生的医德教育。要让他们从进入这个行业的那

一刻起，就牢固树立救死扶伤的思想意识，树立为人

民健康服务的意识，培养他们高尚的医德。医学生

只有具备良好的医德，才能真正发挥救死扶伤的医

学人道主义精神，才能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不断实施，法制化建

设不断深入，社会对公民的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遵守法律、依法行事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行为

准则。医学生接受法律教育，不断提高法律意识，不

仅是法治社会对公民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从事医

生职业必备的基本素质要求。医疗行业是高科技

性、高风险性、高福利性的行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

法律法规，对医疗行为进行规范。近年来，医务工作

者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法制观念也不断增强。然

而，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对

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损害，也引发了极大医患

纠纷，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规范医务工作者的医

疗行为，不仅需要进行道德教育，还需要法律教育;

不仅需要依靠道德规范的自我约束，更需要法律规

范的外在强制。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医学生的法

律教育，要使每一位即将步入医事行业的从业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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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 依法行医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基本行为规

范。医事法律规范是对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强

制规定，依法行医既是医师一种权利，更是对患者和

社会应尽的法律义务。依法行医必将得到社会的尊

重和法律的保护，冒犯法律必将承担严重的法律责

任，受到法律的惩处。
( 四) 医学心理素质的培养

从现代健康观念而言，健康不只是指一个人免

于疾病和虚弱的生理状态，而是保持身体上、精神上

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美状态。心理健康是一个人健

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保障一个人正常生活、学习和工

作的基本前提。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医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实

施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重要育人目标与职能。基于医学学科的特殊性，医

学生不仅具有一般大学生都共同面对的心理困境

( 诸如人际关系、就业、恋爱) ，而且具有医学专业所

特有的心理压力与困惑。医生是一个性命相托的职

业，担负着救死扶伤的艰巨使命，是人类健康的守护

神。面对疾病与死亡，医务工作者承受着更加巨大

的心理压力，他们也需要具备丰富的心理健康知识，

以保持自身的心理健康状态。同时，从医学专业角

度而言，探索和研究人的心身关联性问题，是每个医

者必备的职业修养。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与疾

病，不仅与自身的躯体因素有关，而且也与人的心理

活动和社会因素有密切联系。有害的心理因素也能

引起人的身心疾病，而良好的心理因素与积极的心

理状态能够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或作为身心疾病的治

疗手段。中国古代的医学和哲学论著中，包含着许

多如“心主神明”“形神相印”等思想。因此，对医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素质的培养，不仅关乎到医学生自

身的生活与生命质量，而且关系到医务工作者的职

业素质，影响到人类健康与生命的维护。
总之，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基于医

学人才素质培养目标，坚持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根

本定位与医学育人目标的统一，力避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游离于专业教育目标之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只

有增强育人目标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克服教育内容

的空泛化与空洞化，才能成为学生真正喜欢、终身受

益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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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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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urses ab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are common courses about the-
ories，and due to the unity of ideology and coursebooks，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goal
of th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and the goal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s． While in medical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teaching of these courses must stick to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theories and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and searching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ir aims，so a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icacy
by making th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close to reality and avoiding purely inculcating and p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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