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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医 学 院校实现思想政 治理 论课 的 教 学 效 策 ，
必 须 在 敉 学 过程 中 体 现 医学特 色 根据 当 前 医 学 生 的

特点 ，
思 想政治 理论课 在教 学 内 容上要融 合医 德教 育 的 要求 ， 要给 予 医 学 生 更 多 的 知识 背 景 ， 要根 据 不 同 的 专 业 特

点 选择恰 当 的 教学 案 例 ；在 敉学 方 法上 建议 各 门课 中 普遍 实行 案 例敉 学 ， 在七 年制 、
八年 制 学 生 中 实 行 教 学 ，

充 分 利 用 医学 院校的 校 因 文 化和各种社会服 务拓展思 想政治 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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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当前 疗纠纷 丨 丨 益频 繁 、 医患 关系 丨 丨 趋 紧张 课业总数的 人文社会科卞 课程学时大

的社会现实 面前 ，培养
“

卓越民 师
”

要 更加汴 串
：
培养 约 总学时的 比例 为 似 低为 大

其高尚 的 医德 。 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也就 办 多数院校在
—

平均为 。 这就使卞

无旁贷地肩 负起医学人 才 丨矢德教 的 默仟 耍想取 生在 知识方血较 为 深
， 他领域知 识获取 相

得好的教 效果 ，就必须采川适 介 眹学生特点的 教 对 足 ，造成 知 丨窄 ， 欠广 卜 记解 决

学模式 。 此
， 其他类咽以 校扣 比 医 卞院校的思 题的能 力 和动 能力 对较昶的现状 。

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具介 自 己 独特的教肓特点 丨 二
）
医 学生 擅长形象 思维 ，缺 少综合 的 、 辩证

一 医 学 院 校 申、
相 政治

的思维能力
、

，
子 冗 心 乂

民学生个体之
、

虽 興存差异性 怛一般 说来往

理论课 教 学对 象 的特 殊性
丨报 体分析 、注重个体差 片 ， 于形象思维 ，缺

前 我 卞 院校思想政治现 论 课所 〖 对 的 少拙象和概拈能 力 ， 欠缺综介 的辩 丨 ：思维能 力 。

教学对象主要是各类医学及相近 专 业 的低 年级学 学生在校期间课业负 ！较 重 ，
医学 础知识的学习

生 他们的思想状 况 、 知 结构 、思维 方式在
一

定祝 多的依赖机械 忆 ，这 就养成乍 就足竹 的

度上呈现出 与阁学人才培养 丨 丨 标
—致的状况 惯 内：加 考忒 方式 枰遍 采川 闭 卷 芩试 ， 老师们往

— 医学生 知 识面专深 ，但 欠广博 ， 综 合能 力 彳 作 芩前通过大 丨卩
： 的从 七 题来巩 间 知 所 以 ：

不强 屯 枰遍 汄为竹过釔 题答案就 以 获得好成绩 ，
故

医学教 疗跨 然科学 和社会科， 两个 领域 ， 造成缺乏概括能力 、综介的 辩 丨
、维能力的现实

有较强的专 、 特殊性 。 这就耍求 校期叫 三
） 医学生 多执 自 由 职业者心态 ，较 多 关注个

仅要非常 歌视对专 、 知 识的学七 ，
必须 重视对 人价值 对政治态度淡漠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非专业能 力 的培养 。 随 眹卞 业性强 ， 接服扦 于人 。 卩『今屮外 ，
医

着医学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模式 的 发展 ，社会对庆 卞 儿
、 邡 以

丨

‘

丨 山 执业 、 汗诊行 小仅谋 成问

学人才在人 文社会科卞知 只和综合能 力方时的 要求 题 术 丨
：乘荇还会 受到众 人 的赞赏和推崇 ，

拟 调

越来越高 。 目前的 医学 人才培 养模式 屮 ， 绝大多 杏 示
，我 闺在校尻学生 屮存相 彳 多 的 人认 为咲 乍

数课吋川来学 医孕 专业知识 椐统 丨
卜 学院校 生 中业耵从亊的圮治病救命的职收 ，

吃的 技术 饭 ，

中 的本科生在校期 叫 平均每周课吋数为 一 ：

丨 分优越感 和 丨 山 职业 荇心 态 丨
丨

： 常明 少

时 还要安排实验课 ，其专业课和 专业基础课约占其 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感兴趣 认 为他们所学 专

山 两押 商等学校教学改 屮项 思想政治现 论课 々项 丁 点 题
“

医卞院校坩想政治珂 论课教卞 特 色资源痄建设研究
”

阶段忡成果 。

收 稿 日 期

作 者简介 董海涛
（

女 ， 山 西 忻州 人 ， 山 西 医科 大学 副 教授 ，
硕 士 研究 方 向 ： 思想政治 教育



第 卷 第 期 山 西高等 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年 月

业更多归属 自 然科学的范畴 ，
思想政治理论课枯燥 于从浩如烟海的中 国近现代史资料 中寻找有利于课

无味
，
而且与 自 己 以后所从事的职业相差太远 花费 程内容理解和教学 目 的实现的背景 知识 ， 进行分类

时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没有必要 。 因此他们大多 整理 ，重新整合 ， 以最有利于完成教学 目标的形式组

是被动学习 ，甚至表现出淡漠和反感 。 织教学内容 。 尤其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呈现的与医

因此 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 紧密结合 学相关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 事件 ， 如孙中 山 先生

医学生特点进行教学 才能达到教育的 目 的 才能培 的
“

弃医从政
”

、鲁迅先生的
“

弃医从文
”

、
民 国 初年

养出合格的 医学人才 。 的 中西医存废之争 、井 冈山 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

疾 举 除枋 田 相 硷 —
鮮医院等 ’都要注重挖掘 ’ 突出研 ，适 井授 。

于

、

口
在

“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理论课教 学 内 容 的特殊性 概论
”

课的讲授中 ， 教师要分析每
一

个观点 、
思想产

在医学院校开设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想 实现 生的背景 ，讲清楚其理论来源 ，尤其是要讲清楚我国

有针对性的教学 ，须做到以下几点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 以 及改革过程中
一

要与学生的 医德教育 紧密结合 步
一

步的艰难探索 。 只有让学生了解了每
一

个理论

教育部 、卫生部在 年颁布 的 《关于加强医 诞生的不易 ，每
一

个思想产生的独特的历史环境 才

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 的若干意见 》 中 明确 能使学生树立起对理论的正确认识 ，
才能让学生 明

要求 ：

“

医学教育 ， 德育为先 。 要将德育和职业素质 白改革 的艰辛和付出 ， 从而增 强对 中 国特色社会主

培养列为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 内容 。

”

因 此
， 对 义的信心 ，

形成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 ，
形成对当前

医学生进行医德教育就成为培养合格医学人才的 内 社会问题 、社会热点 的正确把握 。

在要求 ，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功能就是要从思 （
三

） 要根据医 学生专业特点对教学 内容进行

想上塑造合格 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 所以 ，在思 选择

想政治理论课中融人医德教育就成为医学院校思想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虽然以理论知识传授为

政治理论课的独特要求 。 主
，但对理论的把握离不开大量的鲜活事例做基础。

在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 ，

“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 尤其在医学院校 ， 如果教师能在教学过程 中联系医

基础
”

课是与医德教育联系 最 紧密 的课程 是最适 学专业特色 必将对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起

合全面 、系统融合医德教育的课程 。 教学中 ，我们可 到巨大的提升作用 。 为此 我们应该注意 以下两个

以在课堂教学 内容忠实于教材的基本精神与思想的 方面 。

前提下 ，
根据该课程 的主要框架即思想信念 、道德与 首先 要尽量选择与 医学专业相关的典型事例

法律基础三大部分 分别结合医学人文学的问题 ， 即 进行教学 。 这一方面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 ， 使学生

在思想部分适 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命观 、医学 愿意就事例涉及的现象进行思考和探讨 ；另一方面 ，

哲学观和认识论 ；在道德部分结合医学伦理问题讨 有助于医学生培养高 尚 的 医德 ， 提升社会责 任感 。

论
，
启发医学生思考如何做

一

个好的医务工作者 ；
在 比如 在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课程 中讲授人

法律基础部分结合医事法律问题帮助医学生认识医 生观 、价值观时 可以选用 年感动中 国 人物王

疗保健服务中的社会关系 。 万青的事迹 。 这样既能体现高 尚道德的 示范作用 ，

二
）
要根据医学 生 知识 结构的 特点对教学所 又能让学生从优秀医生的事迹中感受 医务工作者的

需的背景知识进行拓展 奉献精神 ， 为 自 己的发展树立行为标杆 ，起到思想政

目 前医学专业的学生主要 以理科生为主 ，他们 治教育和医德教育同步实现的效果 。

对中 国近现代历史缺乏深入了 解 ， 对其发展脉络和 其次 ，事例选择要体现不 同课程的特点 。 思想

规律还不能完整准确把握和理解 。 而
“

毛泽东思想 政治理论课有各 自 不 同的教学 目标和要求 ，
因此即

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和
“

中 国近现 使使用同一个事例 ，也要在侧重点上进行区别 从表

代史纲要
”

， 其基本 内容是在 中 国 近现 代历 史的基 述上体现不同课程 的特点 。 比 如 ， 我 国 目前进行的

础上形成的 。 学生对知识背景的不甚 了解 ， 严重影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 在
“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 国特色社

响他们后期的学习效果 需要教师给予较多的历史 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课上 ， 我们要 突 出医疗卫生

背景知识 。 体制改革对我国当 前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探讨 目

在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课 的教学 中 ，教师要善 前完善医疗卫生体制 的途径
；
在

“

中 国 近现代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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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课 我 要突 出我 国断 生 体制改 革的原 纠正认识 引 分学生正确认识问题 如果教师作

闪
，
取点分析本轮咲疗 丨 丨十体制改 爷的历 史进步件 发挥 好 足造成卞十

“

爆场 ，就记 出 现 冷 场
”

，

总之 ，
汰学院校思想政治现 论深教 不仅贤融 都 能达到位 的教卞效 汜

入眹德教 要将 丨 的能 力培 芥放作 作位 ， 才
（
二

） 针对七年制 、 八年制 医 学生重点开 展
’

能娘大限度提品思想政治洲 论深的实效件 教学

： 疾 榮 險 坊 田 相 政 —
叩 ） 教卞法 丨 丨 又 ⋯ 神

一 、 口
经病 教授 疗创 ，

丨 丨 前 小 丨 比较流 行

理论课教 学 方 法 的特 殊性 的一种教
’

力 法 它足以 题 为制 诚 汗 以卞生

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 屮 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 为主体 ，
以小组讨论 为形式 ， 在教师的参 围绕

恰
、

的教 能够大 大捉 教 效來 院校 坫 个 题或 体 问题进行研究 它强调把卞勿设 冗

的思想政治 论课贤 取 彳 ！丨 功仿效 沿 就必须 到 的 题怙境 丨 ， 使 于 ； 隐 于问题竹 的

根据医学生 长于感性具体化学 的实际 和大量实 知识
，形成解决问 题的技能和 丨 主学习 的能力

、实践的机会 ，选 丨 丨 丨恰 ’ 的教卞方法 将 教卞法⋯ 人思想政 治现论课教 足一

在各 门 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 普遍 实行 案例 种比较新颖的 它心 利 打 汁思想政治观 论 课

教学 教师的思路 ， 为加强 和改进 ■院校思想政治押 论

前 ， 次学 想 丨 阼遍作在政 总 淡碑 课的 教 效汜捉供
一种仝新的途技 它的劣施 先

现象 ，
从心理 排斥思想政治理论课 这 就 要求教

‘

耍求学生具竹较尚的认识 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

师改变过 太呆板的教 方法 案例教 法则能达 题的能力 年 制 、八年 制 的 医学生 他 思维活

到深入观解押论的 丨 丨 的 。 跃 、求知 欲強烈 、袖础知 扎
‘

久 ， 他们敢 捉 丨 丨

一堂成功的案例教学 仅需要釘成功的案例 的见解 普遍 欢研究式学习 所以 ’ 他们 巾问施

更耑要有粘心的组织实施 学院校的思想政治列 行 教学法 具打 件 为此 我们必须处现

论课在实施案例教卞过 柷 十 ， 山 于
’

的特点必然 以 个方 丨的 题

呈现独特性 。
一坫必须选抒恰

、

的 问题进行教 教师在汗

首先 ， 针对 丨 前采取大班制授课的学习形式 ，我 展 教学之前要根据不 同 课祝的性质和要求 处

们探索出课前小班内组织 、 论 课觉 选代衣集中 好教卞内 祥 ，设计好教学 题 ：年制 、八年制的

发 这的形式 这样既能 毎位 都参 乂 饭学生没打 考研的 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可 以集屮 主要意 见 争 论 ， 提 学 效 米 在小 需求也小像本科 ■ 那样力求知识的 系统性 、全面性

班 内组织讨论时要做到人尽其 芑 ， 在大班 丨 时 他们史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 ， 史关注有争议的观点

尽 通过不 同 见解激 发学 争论 的热怙 通 过思想 因此 ，教师必须从现打的教，内 容中 概括出 、提炼出

的碰撞达到理论的深 入理解 ， 实现案例教，的最终 能引起学生共鸣的东 叫 并凝练成 体问题

丨 标 。
二是必须 处现好教师 的 仂 色定位 。 进 行

其次 ，针对医卞生政治理论 基础 和 史 教学 教师不让把课堂究 全交给嗲中 而 足起引 导 、

识相对薄弱情况 采用案例 教学和现 论讲授相结合 发 和教练的作川 在课觉 ： 教师要诱 导学化对

的办法 科学地处理教学内 荇是搞好教学 的 取要环 问题进行不 角度的思 与 耍 及时纠 丨
：学生 论过

节 实现案例教学 与理论讲授协调统 会达到理论 程中的偏左 要教会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维

与实践相结合的 〖 的 。 方法 ，
耍促进卞生养成科卞 的认 知态度 在毎一个

次 ， 教师作川 的发挥 丨案例教卞的成功 片 题的 成和悔
一

中 允结 屯 时邡耍进 行 价 ， 使？

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例教学虽 然 是以学生 为主 生的讨论 出 体问题的解决 升到 一般理论 的理

体 丨 教师作 为促进荇 、绀织 片 、指 荇的作川 坫 解 ，
从

丨实现教卞 标

容低佔的 教师 要努 力创造 以 的课带、从和教 三 ） 开辟课堂外教学途径 推进实践教学

环境 设法 调动学屯学习的 主动性 鼓励学生积极参 实践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卞的打机組

加 问题的讨论 弓 导他 不断提出新的设想和观点 成部分 学生每 个学期都安排 不同 课程 的实

在争论
“

跑题
”

时及时把握讨论方向 ；在
“

冷场
”

时荷 习
、实践 ， 这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 汗展实践教，提供

效 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 ； 在错误观点出 现时及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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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不仅仅是指把学生带到革命老区或改 时间 ，有组织地进行
“

医生执业状况
” “

医患 关系 问

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进行亲身体验 ，更 多地是通过精 题
” “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 “

医护人员思想状况
”

等许

心设计 、精心组织 创造条件让学生亲 自 参与 、亲 自 多问题 的调查和思考 ；另
一

方面 组织学生针对患者

思考 、亲 自感悟 ，来达到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坚定信 及其家属开展各种志愿服务 ， 以 此达到提升医学生

念的 目的 。 因此
，在医学院校推进实践教学 ，

一

方面 思想道德水平和服务社会 的意识 将思想政治理论

要充分利用学生专业实习实践的机会 协同专业实 课教育教学的效果落到实处 。 同时 ， 我们还应利用

习 实践
一

起进行 另
一

方面 ，
要结合医学人文教育和 当地的特殊历史文化资源 ，

开发具有医学特色和思

学生学习实际 ，形成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想政治教育意义的实践基地 ， 比如 ， 山西五台山 的白

践教学模式 。 在具体实行中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 求恩模范病室 、
江西井冈 山的红军医院等等 。

一

是结合医学生专业特点设计调研题 目 ， 开展 三是利用特色校园文化 推进医学生的社会实

社会调查。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是一项复杂的 践。 医务工作者独特的职业 色彩造就了医学院校独

系统工程 必须科学设置实践方案 ， 制订周密详细的 特的校园文化 它不仅和其他院校的学生活动一样 ，

计划 才能确保实践的 预期效果 。 按照各门课程大 体现为展现学生各 种才艺 、
活跃学生业余生活的 目

纲要求 结合教学内容和特点 ，
找准其理论与实际的 的

；
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的组织让医学生感悟生命

结合点 ，
根据学生实 际与 当地实践资源来综合设计 的珍贵 、感悟职业 的神圣 体会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

选题 。 比如
“

某某村村民健康状况追踪调查
” “

城市 的精神 。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完全可 以 通过组织

社区居民卫生状况调 查
” “

农村 医疗卫生人才需求
“

医学生职业宣誓
” “

参观医学博物馆 、 医学历史展
”

状况调査
”

等等 ， 把社会实践与 医学专业和社会关
“

与医学名家面对面交流
”

等形式 ， 实现学生亲身体

注热点有机结合起来 。 组织学生利用实习 、假期等 验 、切身感受 使绝大多数学生在实践活动 中 自 觉提

机会开展各种调研活动 增强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 升思想认识 ， 自觉实现 自 我价值 ，
进而成长为合格的

识 培养责任意识 。 医学人才 。

二是挖掘 、培育具有医学特点的社会实践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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