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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增强高等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

功能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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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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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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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功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

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感，养成集体主义

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促进大学生全面

健康发展。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 一)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政治属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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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模式，面面俱到，结果哪面也讲不深讲不透。
专题教学中，每个专题只有及时引入相关学术研究

的最新成果才能增强课程的理论性，理论有深度才

有说服力，而学术性强的专题也能激起学生的研究

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探索性的学习。
综上所述，专题教学的运用，除了考虑专题设计

的科学性，还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要改进考核方

式，将学生参与度列为考核重点; 丰富教学形式，通

过观看影视资料、社会实践和建立网络平台等形式

来增强专题教学的效果;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实现专门化、专业化，保证专题教学的学术性与完

整性; 科学有效的教学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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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存在的首要价值之所在。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

的希望，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对于大学生而言，其政

治素质的优劣、政治社会化程度的高低，不仅直接关

系到他们今后走上社会能否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

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沉浮［1］。思想政治理论课

通过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来培养合格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学生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树立起坚

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把个人前途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 二)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

道德是人格的核心元素，培养大学生形成良好

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

内容和目的。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一个真正

全面发展的人必然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追求崇

高的道德境界。苏霍姆林斯基郑重指出: “培养全

面发展的、和谐的个性的过程，就在于教育者在关心

人的每一个方面特征的完善的同时，任何时候也不

要忽略这样一种情况，即人的所有各方面特征的和

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

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并

强调指出:“形象地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

方面的光源，而同时它又是人的个性的一个个别的、
特殊的方面。”［2］

当代大学生，面对各种价值观的冲击和利益诱

惑，很多人在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上产生了很多困

惑。道德建设最根本的作用就是培育人良好的心

性，使人能够做到自觉自律。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

爱国主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诸多方

面的道德教育，以达到培育大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

质和文明行为的育人目标。
( 三) 丰富大学生的心灵世界，构建其精神家园

构建精神家园就是构建人的理想、信念和信仰

体系。一个内心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信仰的

人，生活才会充实，精神才能有所寄托，才能有乐观

的生活态度和积极向上的思想行为，心灵才能获得

解放。处在社会转型期，面对诸多社会变革带给人

们的巨大心理冲击，精神家园的建构对当代大学生

而言显得尤为迫切。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塑造人格

来构建人的精神家园，通过把先进的思想意识、人生

价值传递给受教育者，丰富大学生心灵世界，构建其

精神家园。

二、增强高等医学院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育人功能路径探讨

对医学院校来讲，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医学

生思想政治素质，帮助其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今社会，医德医风

广受质疑，医患矛盾愈演愈烈，这些充分说明加强医

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医学人文素质的重要性，而思

想政治理论课对于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

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爱丁堡宣言》指出: “病

人理应指望把医生培养成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
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而不

再满足于仅仅治疗某些疾病。”这就是说，一个高素

质的医学人才，其关注的不仅是“疾病”，更是“病

人”，不仅有治病的技术，还要有与病人接触时观

察、倾听和沟通等方面的能力，而这些意识和能力的

养成是需要以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

等医学人文知识作为基础的。医学生在掌握大量人

文知识的基础上，再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发

挥该课的育人功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才能形成高尚的人格。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需要

加强包括学科建设、师资建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改革等许多方面的工作。
( 一) 加强教师学科意识，增强教师学术水平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学科建设，大力提

高教师的学术水平。长期以来，过多地强调了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其理论研究，致使许

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功底

不够扎实，成为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

性的一个重要因素。2005 年，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设置为一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

与教学研究构建了一个平台，使广大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有了学科归依，增强了他们的学科意识和学

术自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就是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来建设，吸取科学和社会

实践的最新成果，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

理论要得到大学生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真正做到入

脑入心，关键在于内容的科学性。为此，“把思想政

治理论课提高到学科的高度加强建设，必须严格按

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加强思想政

治理论课课程建设，以此展现这一学科知识和学术

思想的系统性、科学性，从而体现出课程建设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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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稳定性。”［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的发挥，关键在

教师。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要有较为深厚的专业功底，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具

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既要重视教书，更要重视

育人。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广大教师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

升自身理论功底，力争使自己的教学有理论高度和

思想深度，增加教学的理论穿透力。要组建各种科

研团队，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研能力，并把

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教学过程，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同时，各高校需要加

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研支持力度，为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科研工作提供保障。
( 二) 设计适合医学生知识结构和专业特点的

教学体系，增加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特点，决定

了其教材体系的高度统一性。然而，在思想政治理

论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尤其要

考虑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就是说，要想使受教育

者更容易认同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真正把

其内化为个体的信仰和价值追求，教学体系的实际

就必须和受教育者具体的知识与经验结合起来。医

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构建，不但必须

结合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

学、卫生经济学等医学人文学科知识，还要结合医学

学科知识，使医学生接受起来更容易、更有兴趣，达

到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当然，在教学体系设计中，

既要反对单纯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特

征，又要反对只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性，抹煞其

思想政治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变

成了一般的知识教育，淡化了该课程的育人功能。
( 三) 不断丰富创新教学方式，构建以课堂教学

为主、多种教学方式并存的教学模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理性特征决定了课堂教学

是其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为此，首先要严格划定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时数，以保证有足够的课

时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其次，

要不断丰富创新课堂教学的方式和手段，提高课堂

教学的实效性。比如可以将现代信息技术用于教学

过程，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
除此以外，要结合医学实践性强的特点，注意发

挥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特别要注重发挥社会实践、
校园文化、临床实践等方式的育人功能。社会实践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部门可以与学工部门合作，结合医学生的专

业特点，共同设计与开展相关的主题活动。例如，开

展义诊活动，考察新农合实施情况、参观医药企业

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但可以加强学生对课

堂上所学内容的理解，还可以开拓视野，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校训校歌、文化

传统、学术风范、行为准则等校园文化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

通过积极开展具有鲜明医学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

对医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比如，举行医学

生宣誓、对捐献遗体者默哀、为实验动物默哀、授医

士服、授护士帽等仪式，通过触发医学生的医德情感

来培养医学生德高医粹的追求。各医学院校都有附

属医院，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校临床医学教学与实习

基地，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引导学

生在接触临床、见习时，观察和思考医疗体制改革、
医德医风、医患关系等，增强医学生的医学伦理观念

和医学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 于金秀，冯京政，顾晓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 6) : 86 － 89．

［2］ 马风歧． 教育政治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81．

［3］ 张灿耀． 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发展［J］． 思想理论教

育，2007( 4) : 4 － 7．

On Methods to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Courses
ab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Shujuan，Li Jun
( Tea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h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aiyuan 030024，China)

93

第 26 卷 第 5 期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4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