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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关于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建设关键问题的思考

伍品 禹华良

[摘要] 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新时代背景下医学研究生培养的关键政治保障，然而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

专业训练有机融合一直是医学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难点之一。方法 通过文献查阅、访谈结合团队多年实践经验，

梳理了建立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的理论和政策依据，剖析了当前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矛

盾，探讨了建立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的可行性和潜在路径，分析了建立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的优势

及建议。结果 本次研究表明建立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具有充分的理论和政策依据，是医学研究生培养的

现实需要，可从行政管理、研学空间、导学沙龙、科研组会及团队文化等路径为抓手进行探索。结论 将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有机融入医学研究生日常导学活动中，从而提高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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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ui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medical postgr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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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key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post-

gradua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However，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train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education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interview combined with our practical experience，and comb the theory and policy basi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guiding learning"，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urrent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 thought political edu-

cation was analyzed，the feasibility of th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guiding learning"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 and its potential paths were discussed，the advantages of establishing th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guiding learning"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guiding learning"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has sufficient theoretical and policy basis

and is a practical ne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which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d-

ministrative management，research space，mentoring salon，scientific research group and team culture. Conclus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regular guidance activities of medical research

birthday，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guiding learning；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medical grad-

uate education

医学研究生教育事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高

质量发展，是实现“健康中国 2030”发展目标的关键

人才培养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医学研究生

培养成效密切相关，是培养政治过硬的高素质医学

人才的关键。近十年，我国高校医学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普遍建立健全了专

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教学团队。然而从医学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现状来看，却仍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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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由于医学研究

生培养体系的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组

织和落实是主要难点。实际上，导师制明确了我国

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

例外。因此，充分发挥导师在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能够有效克服当前医学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诸多难点。

导师制是当前我国医学研究生培养的根本制

度，大多数导师在培养医学研究生的过程中会以导

学团队的形式进行培养。导学团队是以导师为核

心，研究生、专职科研人员等为团队成员，以定期集

中召开课题组组会的方式进行业务学习和工作讨

论。根据走访调查发现 90%以上的导学团队会以

1～2 周一次的频率召开课题组组会。因此，临床导

学团队是医学研究生培养的主要载体，也是医学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日常工作开展的落地环节。然而

遗憾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多数导学团队日

常工作中很少被作为既定内容长期开展。因此，进

一步探索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融入研究生导

学团队日常工作的新路径，将有利于挖掘导学团队

的人才培养主体优势，从而进一步夯实医学研究生

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 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建立的理论和政策

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大会上明

确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教育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

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推

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是维护高等学校和社

会稳定、建设和谐校园、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的需要”[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医学教育还存在人才

培养结构亟需优化、培养质量亟待提高、医药创新

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3]。医学研究生教育作为我

国高端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肩负着为

国家培养高质量创新型医学人才的重大使命。然

而，当前我国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4]。因此，大力加强和

改善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实现立

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

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建立“导学思政体系”是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现实需要

医学研究生群体庞大且结构复杂，其培养模式

可分为专业型硕士、学术型硕士、专业型博士和学

术型博士。不同培养模式的研究生所从事的日常

工作和学习侧重点有很大差别，尤其是理论课程结

束以后的二年级学生，如专业型研究生分散于不同

的临床专科轮训，需要承担比较繁重的临床工作任

务，而学术型研究生则面临着十分繁重的科研任

务，不同团队的学术型研究生分散于不同实验室，

有时甚至是跨校区联合培养。近年来医学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模式取得了长足进

步，先后创新性地实施了“党团班”三位一体管理模

式、思想政治教育专职工作人员制度及德育导师制

度等，建立了一大批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

伍。然而，仅仅依赖行政管理手段开展的医学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面临组织难、落地难、实

效差等诸多难题。实际上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在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

“立德”和“树人”中均应扮演核心性角色。然而现

实中大多数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重

视程度不够，也没有寻找到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

因此，缺乏适合医学研究生培养的“导学思政体系”

是当前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矛盾、

核心短板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需要。

3 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建立的潜在路径

在明确了“导学思政体系”建立的必要性以后，

探索科学合理的“导学思政体系”建立路径就变得尤

为重要。笔者通过走访调查结合本院研究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经验，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潜在路径：

3.1 行政管理搭建思政教育体系“导学思政体系”

的建设是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尝试，行政管

理部门首先需要全面了解所在单位导学团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如导学团队数量、规模，导

师及学生对团队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态度及看法

等，做好民意调查。认真分析和梳理在导学团队日

常工作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矛盾和次要

矛盾。拟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从而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成为导学团队的日常工作提

供政策保障。另一方面，行政管理部门要抓住“导学

思政体系”中的“牛鼻子”——导师。充分激发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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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学思政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可遴选一批条件比较成熟的导学团队作为建立“导

学思政体系”的示范和先驱，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逐步积累“导学思政体系”建立的经验。思想政治教

育管理部门应为“导学思政体系”的建立提供充足的

政策和理论支持，及时发现“导学思政体系”建立过

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尽可能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为“导

学思政体系”的建立提供帮助。

3.2 研学空间提供思政教育载体 在建立“导学思

政体系”的探索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载体

是关键。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能够克服以往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僵化、流于形式，难以“入心”

“入脑”等通病。浙江大学的“研学空间”的建设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据悉，浙江大学已启动了“研学

空间”建设计划。该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优化研究生

学习研究环境，充分发挥学习室的育人功能，深入

推动学院各课题组、党小组、团小组“三组融合”，打

造思政、科研、学习一体化育人空间，并取得了良好

的建设效果。由此，笔者认为以构建“研学空间”作

为载体，将思政教育元素有机融入“研学空间”的建

设中去是“导学思政”体系建设的另一关键路径。

3.3 导学沙龙培育思政教育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与专业技能学习有很大的区别，能够营造良好

的教育氛围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的关键。医

学研究生学习任务重，思想压力大。因此在“导学

思政”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可以以导学沙龙的形式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导学团队为基本单元，

选择我国科技、医学、教育领域的先进事迹作为导

学沙龙的学习和讨论对象。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

讨论氛围，让学生们踊跃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从

而于潜移默化当中受到爱国主义、科技兴国等“正

能量”的引导，从而树立“科技兴国”“科技报国”的

远大理想。

3.4 科研组会融入思政教育元素 大多数导学团

队均具有明确的定期学习制度-组会制度。因此，

以导师为抓手，以导学团队的组会制度为切入点，

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导学团队的日常活动有机

融合，将十分有利于“导学思政体系”的有效建立。

具体来讲，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

育、学术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纳入医学研究生导学团队的日常组会日程，

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学业与科研的指导

和监督类导学活动中。通过组会制度建立的以导

师为表率，以导学团队为抓手的“导学思政体系”可

以更充分地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政治认同和

职业伦理，将对研究生的学业指导和监督与科学精

神、创新理念、诚信意识的培育充分融合，向研究生

传递客观公允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情感激励。

3.5 团队文化植入思政教育内涵 团队文化建设

是增强导学团队凝聚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将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柔性融入导学团队的文化建设当中。

具体来讲，通过参观“革命遗迹”、“红色博物馆”，重

走长征路等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团队文

化建设中去，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以崇尚艰苦奋斗的

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为核心的团队文化。也

可以通过参观学习“两弹一星”、探月工程、超级杂

交水稻、“北斗”导航和航空母舰等新时代伟大工程

技术展览，为学生树立科研报国的远大理想，从而

将思政教育内涵有机的植入团队文化建设中去。

4 建立医学研究生“导学思政体系”的优势及建议

组织统一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中往往

比较困难。而将“导学思政体系”有机融入现行的

导学团队日常工作能够巧妙地克服现行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卡脖子”问题，既增强了可行性又有可

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此外，良好的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导学团队文化建设能够与研究生专业培养

相辅相成，增强团队凝聚力，充分发挥艰苦奋斗的

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从而更有利于培养出德才兼备

的高质量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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