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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学课程思政融合的实践与效果分析

童杰峰 温丽虹 薛静

[摘要] 目的 探索内科学课程思政融合的实践及效果。方法 通过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异同分析，明确临床

医学课程思政教育对教师和学生的目标要求，分析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课程思政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对内

科学课程思政融合具体内容与策略进行描述。同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从教师和学生两个维度调查分析内科学思

政融合效果，以期获得改进方向。结果 内科学课程思政融合策略及相关工具呈现，同时共计收回有效问卷194份，

其中教师反馈 94份，学生反馈 100份。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思政理解和认同度较高，平均得分为（3.47±0.31）分；

学生对课程思政融合的效果平均得分为（3.66±0.15）分，其中对促进学生智力发育、创新意识、批判思维及方法论

等方面效果较好，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结论 内科学课程思政融入的方法可行，效果分析结果满意，但在与专

业知识融合层面仍存在提升空间，最终达到育人目标总体实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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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and effect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In⁃

ternal Medicine course.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the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linical

medicine cours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clarified，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

struction and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strategi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re described.At the same time，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effect of internal medicine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from both sid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s，in order to obtain improvement directions. Resul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

tion strategies and related tools of the Internal Medicine course were presented.And a total of 19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including 94 from teachers and 100 from students.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have a high de-

gre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sues，with an average score of（3.47±0.31）point .The

average score of student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is（3.66 ±

0.15）point，which shows that it has a good effect on promoting student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innovative conscious-

ness，critical thinking and methodology，also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l Medicine is feasible，and the results of the effect analysis are

satisfactory，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at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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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飞速发展，医学教育强调培

养医学人才不仅要专业技能过硬，更要具有高尚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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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怀、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作为基本

要求，这也是对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融合提出了更

高层次的要求[1]。本文通过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异

同分析，明确临床医学课程思政教育对教师和学生的

目标要求，分析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和必要性，并对内

科学课程思政融合具体内容与策略进行描述，并通过

调查问卷的形式从教师和学生两个维度调查分析内

科学思政融合效果，以期获得改进方向。

1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异同

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课程既有统一性，又有独

立性。二者核心内涵都是育人，在任务和目标上具

有共同性，在方向和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在内容和要

求上具有契合性。 但二者亦有不同，思政课程以思

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为主，具备独立课程体系，在医学

生课程中往往配置在大一新生通识课程阶段，有助

于在大学初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而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政教育的立场、

观点、方法、素养、情怀等教育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思

政融合作为协同育人的重要手段与专业课程共享时

间、内容、主体等，以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形成同

向同行、协同强化，从而达到加大育人合力的良好效

果[2,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临床医学本科教育课程

设置中，80％是专业课程，且授课教师中80％以上为

专业教师，因此如何在专业课程中进一步研究思政

融合的方法、提升思政融合效果，对于临床医学本科

教育达到高水平人才培养的要求至关重要。

2 内科学课程思政现状

通过内科学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熟悉内科疾

病的病因、病理和发病机制、预后知识，掌握疾病的

临床表现与诊治，为培养医学生处理内科疾病及内

科急诊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内科学又是一

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要满足现代医学教育新要

求，必须将理论、实践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将正确

三观、职业素养等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

从而达到相辅相成的目的。要培养优秀的医学生，

不但要学习掌握规范的诊疗技术，拥有出色的科研

能力，更应该培养具备高尚的家国情怀、良好的职

业人文素养。这对内科学课程教学目标也提出了

全方位育人的高层次要求[4,5]，是践行三全育人——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理念和实践

的良好课程载体。

虽然目前本院现有的内科学课程已有部分思

政融入内容，但仍缺乏系统化和规范化。且内科各

系统疾病专业知识差异性高，如何在教授专业知识

同时，能规范且有机融合思政内容，培养专业知识

技能过硬的医学生的同时，鼓励医学生养成有博大

情怀、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有温度的“医者仁心”、有

过硬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组织协调能力的优秀医学

人才是医学课程思政改革的终极目标[4]。据此，设

计了内科学思政融合策略、内容和方法工具，供内

科学理论和实践授课教师参考，通过系统学习，不

断优化思政融合的课程设计及教案内容，达到提升

思政课程效果的最终目标。

3 内科学课程思政融合设计与策略

3.1 思政融合内容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家国情

怀、个人品格、科学观与方法论。在家国情怀方面，

课程中结合举例事例、结合优秀医学文化传统等可

进一步强调党和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传统文化认

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即责任与担当[5]；在个

人品格方面，结合医学专业知识，特别是内科疾病

长期管理预防控制体系等塑造医学生优良道德情

操、健全人格、团队协作能力等，即如何做人[6,7]；在科

学观与方法论方面，内科学在多种维度可运用认识

论、方法论、辩证思维、历史思维等手段，教会学生

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批判思维、学术诚信及创新意

识等，即如何做事[8]。内科学病种繁多，急慢性疾病

覆盖广、危重疑难疾病讲解深、多学科交叉等特点，

可将以上思政融合内容有机融入专业课程内容中，

甚至不限于以上方面，结合专业知识需求，可能创

造出更多更有机融合的范例。

3.2 课程融合策略与具体方法 内科学博大精深，

思政融合方法众多，不求融合内容面面俱到，但要

抓住适当契机和节点，做行之有效的思政融合。根

据内科学授课具体场景和可能的专业内容，设计思

政融合思维导图工具箱和各系统专业课程思政融

入分类引导工具，从家国情怀、个人品格、科学观与

方法论四个方面引导思政融入创新。以“呼吸系统

总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支气管哮喘”为例，首先

以叙事医学方式叙述“抗疫经历与一名医生的成

长”，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并通过新冠病例导入

新冠疫情时代的全民防疫抗疫，关注国民健康，树

立正确与敏锐的时事政治观；其次从案例讲解病史

问诊查体中的伦理问题，关注患者权益、患者隐私

与安全医疗，结合医生经验教训，树立正确的医学

伦理观；第三，通过介绍呼吸系统疾病与吸烟的关

系，以及吸烟致病流行病学数据，阐述吸烟对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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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危害，进行戒烟控烟宣传，树立全局观与专业

责任性的行医价值观；最后通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和支气管哮喘病例，了解诊治过程的长期性与疾病

反复性，关注患者与国家的疾病负担，强调疾病预

防控制重要性，从而树立正确的生活行为观。通过

上述课程思政融入，使学生对新冠病毒和吸烟这两

个社会问题产生深度认识，引导学生关注全民健康

以及对致病因素的干预与预防；同时通过此分类引

导工具促进授课教师深入学习、精准运用、不断实

践，并从中不断总结经验，优化调整，以期达到课程

思政融合的预期效果。

4 内科学思政融合效果分析

在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过程中对 94名位

教师和 100名学生分别进行了思政教学实践效果的

问卷星反馈，具体如下。

4.1 教师评价反馈结果见表1
表1 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教师反馈/名（%）

调查项目

课程思政关注度

课程思政融合程度

课程思政建设效果

学生对本课程思政内容的接受度

本课程对学生的帮助度

5分

10（10.64）

9（ 9.58）

10（10.64）

11（11.70）

25（26.60）

4分

22（23.40）

34（36.17）

35（37.23）

33（35.11）

40（42.56）

3分

40（42.56）

32（34.04）

44（46.81）

45（47.87）

26（27.66）

2分

10（10.64）

14（14.89）

5（ 5.32）

5（ 5.32）

2（ 2.12）

1分

12（12.76）

5（ 5.32）

0

0

1（ 1.06）

由表 1可见，教师在“课程思政关注度、课程思

政融合程度、课程思政建设效果、学生对本课程思

政内容的接受度、本课程对学生的帮助度”这5 个方

面的平均得分为（3.47±0.31）分，同时也提示尽管教

师认为课程思政对学生的帮助度较高，但在日常教

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关注度及融合度还有提升空

间；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课程思政建设应该具体化，

避免抽象，应结合当前家国大事、学生培养目标和

社会需求进行思政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

力和正确三观。

4.2 学生评价反馈 学生评价内容包括“家国情怀

和名族精神、传统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

德情操、健全人格、智力能力、认识论和方法论、批判

思维、创新意识、学术诚信、医患沟通、爱伤观念”这

12 个方面，以1～5 分表示目前课程思政教学的影响

程度（分值越大表示影响程度越高），平均得分（3.66±
0.15）分，其中最高为医患沟通，最低为智力能力。

5 展望

内科学课程在医学课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深入研究思政融合的方法技巧，转变教学设计

理念，增加思政元素，细化思政要求，并从家国情

怀、正确三观、伦理素养、全民健康、科学观等各个

方面整理思政素材，使其深入融合贯穿于内科课堂

及实践教学中，最终能促进医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

时，引起情感共鸣，激励有效学习内动力，提升三全

育人效果，打造独特且行之有效的临床医学教育思

政融合示范课程，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推广价值。

从思政融合实践探索得到的成绩来看，整体上得到

了教师和学生的普遍认可，显示出了初步的成效，

但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能更关注于具有医学特色

或与临床实践相关的思政内容，而缺乏广深的思政

教学，这也对课程组提出了更高更长远的要求，同

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如

何将思政教育和内科疾病教学进行更深层次的融

合，将思政与专业并重齐行，将是课程组团队需要

更为持久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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