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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在医学专业课程中

开展课程思政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生、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建立

健全课程思政体系、完善课程思政质量评价机制、加强课程思政内容建设、提升教师思

政能力及发挥学生主动性可以有效促进医学专业课程思政的开展。本文以武汉大学“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循证医学”为例，探索并思考了课程思政融入医学专业教学的实施

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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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Perform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dical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medical stud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alent train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perfect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mproving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bility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initiativ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model cours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Wuhan University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 exploring and consi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method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medical teaching.

【Keywords】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courses; Teaching;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

措 [1-2]。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 [2-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与思政的重要论述，教育部于 2020 年印发《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把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 [1]。医学教育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

重要基石，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提高医学人才培

养质量可以为提高我国医疗服务水平、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保障。2020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

发挥课程思政作用，着力培养医学生救死扶伤精

神 [5]。如何加强医学生的思政教育、明确医学专

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教

学，是当前开展医学专业课程思政的重难点。本

文以我教研室承担的武汉大学“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循证医学”为例，结合循证医学课程思政

教学实践经验，探索了课程思政在医学专业课程

中的实施路径与方法，以期为推进医学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1  循证医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我教研室承担的“循证医学”是武汉大学“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精品课程，面向我校医学专

业本科及硕、博士研究生开设；同时，设计的“循

证医学”MOOC 课程目前已在中国大学 MOOC 平

台完成第五轮开课，累计选课人数达 23 239 人，

课程评分达 4.8 分（满分 5 分），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6]。为贯彻国家课程思政建设相关要求，

我教研室结合循证医学课程实际情况，对课程从

教学目标、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

学评价等方面重新进行了设计。在教学目标上，

围绕“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

体的教学目标，在掌握循证理论知识、培养循证

思维及提升循证实践能力的同时，还对价值观培

养提出了更多要求，要求医学生坚守理想信念、

恪守职业道德与规范。在教材选用上，根据教学

目标与大纲要求采用自编讲义，在认真梳理各章

节知识点的基础上，将兼具了知识性和思想性、

教育性的理论知识与案例编入教材，以充分发挥

专业课程的隐性思政教育功能。在教学内容上，

结合课程教学大纲，分析各章节内容所蕴含的思

政元素及其承载的思政功能，将其融入教学内容

中，充分发挥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效应。

在教学方法上，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课程还结

合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师生间互动探究、实

践操作等教学方法，使思政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

形式巧妙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并以“润物无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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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传递给学生，从而激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

在教学评价上，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的方法，除了解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掌握情

况外，还通过随堂测验、课堂互动、小组作业、

实践报告、期末考试等形式了解学生思政教育及

其内化情况。

2  循证医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2.1  创新“1+4”教学模式、实现课程与
思政全方位融合

教学方法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建立师生联

系的重要途径。传统课堂教学作为最常见的教学

方法，在医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教育

理念的发展与革新，各种类型的教学方法应运而

生， 如 以 问 题 为 导 向 的 教 学 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CBL）等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医

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7]。同时，

随着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网络平台和

资 源， 如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等网络

课程，“雨课堂”“智慧树”等网络教学平台，

以及融合了传统课堂与网络优势的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等，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学教育领

域，这些形式丰富的教学方法在提升教学质量

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8-10]。为实现思政与课程的全

方位融合，在分析循证医学教学目标及课程特

点的基础上，我教研室建立了“1+4”的教学模

式，即以课堂教学为主，线上教学、科研实践、

学术培训及课外竞赛为辅 [11-12]。

在该模式中，将思政全方位、有机地融入其

中。在传统面对面式的课堂教学中，将挖掘出来

的思政元素或素材融入相应教学内容，如在介绍

循证医学的发展历程时，通过媒体评价“柳叶刀

曾刊文称‘循证医学是临床医学的人类基因组计

划’”、“华盛顿邮报称‘循证医学将会彻底改

变 21 世纪的医疗实践模式’”等，引导学生思

考这种基于循证的医疗模式对于人类生命健康的

价值与意义，在巩固专业思想的同时，加强医学

生对学科和专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在线上教

学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与网络资源的优势，将

融合了思政元素的教学内容通过视频、语音、游

戏等多种生动的媒介传递给学生，从而提高课程

思政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在科研实践中，关键在

于培养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如鼓励学生结合自身专业及兴趣自主选题

并完成一份检索报告或小组合作完成一篇文献的

解读等，引导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增强创新意识及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学术培训主要依托本单位承

办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开展，将其作为学

生思政教育的第二课堂，通过组织“系统评价 /

Meta 分析强化培训班”等学术培训与交流活动，

拓宽医学生思政教育的途径与渠道；同时，在培

训课程中增加医学人文内容，加强对医学生的医

学伦理及科研诚信教育。另外，鼓励学生积极参

加校级、省级以及国家级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竞

赛，在学习知识及提升能力的同时，做到学思结

合、知行统一，培养他们“敢闯会创”的精神。

这种“1+4”的教学模式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全方

位的实施空间，极大地提高了课程思政的效果。

2.2  挖掘思政元素、促进课程思政有机融
入课堂教学

循证医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医学界讨论

的热点，它被称为一项震荡世界的构想、一场医

学实践的革命 [13]。实施循证医学、遵循最佳证据

开展医学实践，有利于节约医疗卫生资源、提高

医疗服务水平。因此，可以从“循证医学的发展

历程”“研究证据的获取”“系统评价 /Meta 分

析制作”“二次文献解读”，以及“疾病的循证

与治疗”等方面，挖掘名人事迹、历史典故、时

事热点，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着力

培养医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人文精神、职

业道德与科学素养。

例如，在“循证医学概述”章节介绍循证

医学起源时，通过循证医学的启蒙者——Archie 

Cochrane 引入主题。20 世纪中叶，随机临床试

验被公认为评估医学治疗措施的金标准，随着随

机对照试验的广泛开展，大量的高质量研究证

据被生产出来，然而，这些研究证据却未能有

效用于指导临床实践，英国流行病学专家 Archie 

Cochrane 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指出应该对这些研究

证据进行系统总结并用于指导医学实践以提高医

疗卫生质量 [13]。Archie Cochrane 的这一倡议迅速

引发了医学界的关注，为医学模式从经验医学向

循证医学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名人事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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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典故，引导医学生要擅于从日常学习生活中

发现问题，并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树立批

判和循证思维，以助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 [11]。在

介绍“研究证据的获取”时，以一个具体的临床

问题，如“比较膀胱灌注化疗药联合卡介苗与单

独使用卡介苗治疗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效果”

为切入点，在讲授检索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指导

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并尝试各种途径来获取相关证

据资源，从而培养其勇于探索的精神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介绍“系统评价 /Meta 分析制作”与“二

次文献解读”时，可以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

题或案例进行讲解，如围绕我国中医传统这一主

题，解读“中医相关证据质量及推荐意见分级体

系的系统评价”[14] 这篇文献，在向医学生传授专

业知识的同时宣传我国的中医药传统特色和文化

古籍。在“疾病的循证与治疗”中，以历史事件“欧

洲中世纪放血疗法”及热点时事“新冠疫情初期

双黄连和维生素 C 抢购热”为例引出主题——“如

何循证治病”，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

的重要论述 [15]，在提升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

培养医学生严谨务实的科学素养和“仁心仁术”

的医者精神。

2.3  提升教师思政意识、加强教师思政能
力建设

教师是开展课程思政的“主力军”。提升教

师思政意识、加强教师思政能力建设对于全面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培养五育——德、智、体、美、

劳，并举的医学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6]。我

教研室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教师思政能力建设，以

确保课程思政落地落实。

目前教研室授课教师以中共党员为主，以每

月参与支部的形式补充思政内涵培养，以融入课

程教学之中，定期组织教师深入学习党和国家有

关方针和政策文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轮流主持的形式，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医学人文、职业道德、法治精神、中国梦、

健康中国等主题，开展集体学习与讨论，以加深

教师对思政内涵的理解。另外，积极申报“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相关研

究，如医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与课程内容建设、

课程思政在医学专业课程中的实施路径等，从而

提升教师的思政能力，促进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

以教促研、以研优教。为保证课程思政的实施质

量，还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首先由教学秘书根

据课程思政相关要求草拟实施方案，所有教师围

绕课程各章节内容充分挖掘并提炼其蕴含的思政

元素及精神内涵，对实施方案进行补充和完善；

然后，授课教师根据实施方案准备教学内容、制

作教学课件后轮流进行说课，集中对课程内容，

尤其是其中的思政元素及呈现形式进行审核，以

确保将正确的价值导向以“润物无声”而非“生

硬植入”的形式传递给学生。

3  课程思政融入医学专业课程的思考

3.1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创新评价机制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中医学专业课程思政相关

文献，同时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发现目前课程思

政几乎都以一种相对单一的形式，即将思政元素

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形式展开，而未能形成一套

完整的课程体系。目前课程思政的实践主体均是

专业课程的承担者，如教研室或授课教师，虽然

在传播思政理念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却无

法在顶层设计上从全局角度统筹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若实施方法不规范，极易出现思政与专业课

程“两张皮”的问题。这就要求高校要强化责任

意识，针对不同学历层次学生的培养要求，以学

生为中心，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做到公共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及实践课程的协同发展。在

公共基础课程中，要注重增强学生对党和国家的

政治认同，加强思想道德、人文素质等的培养；

在专业课程中，结合不同医学专业特点，加强医

德医风教育，提升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在

实践课程中，培养学生知行合一、敢于创造的精

神 [1]。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关键看成效。要

不断健全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建立科学

多元的评价标准，科学评价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

效果与建设质量；对承担课程思政教学任务的教

师，在教学工作考核及各类评先评优活动中充分

考虑其课程思政的工作量与教学效果。

3.2  加强课程内容建设、丰富思政资源
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要结

合不同专业课程特点，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

目标，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1]。丰富的思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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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前提，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发

现目前思政的内容、传播途径和呈现形式相对还

比较单一，特别在医学教育领域，主要还是围绕

医德医风教育展开，且多以传统课堂讲授或案例

的形式呈现。未来可以进一步丰富医学专业课程

思政的内容与形式，如通过建立课程思政交流平

台或在医学论坛中搭建思政交流板块，建设医学

专业课程思政案例库等丰富医学专业课程的思政

资源；还可以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通过线上

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等多种渠道进行思政

教育；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

如视频、互动游戏等增加思政的趣味性、提升思

政的亲和力。

3.3  发挥学生主动性、加强师生交流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队伍是“主力

军”、课程建设是“主战场”、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核心及落脚点在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即帮

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

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 [4]。这就

凸显了学生在课程思政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开展

课程思政工作，不仅仅是教师单方面的知识传授，

还应聚焦于教师 - 学生、学生 - 学生的互动，在

发挥教师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应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各项思政教育活动中

去。在课堂授课中，教师应注意加强与学生的互

动交流，如进行知识问答、案例讨论等；除课堂

学习外，医学生可以通过第二课堂主动参加学习，

如参加义诊、“世界预防自杀日”，“世界艾滋

病日”等社会实践或志愿者活动；还可以通过参

与校园文化建设、社团活动等不断拓宽思政渠道，

充分发挥他们在思政教育中的主动性。

4  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

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战略举措。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关系到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生

命健康安全。将课程思政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有

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储备人才。我教研室从

创新“1+4”教学模式、将思政融入课程内容、

培养教师思政能力等方面进行循证医学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实践与

探索，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要更好地在

医学专业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全面发挥思想铸

魂育人的作用，还需要作好顶层设计、从全局出

发统筹构建课程思政体系，进一步挖掘思政元素、

丰富课程思政内容，发挥教师思政引导作用的同

时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所有高校、所

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让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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