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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医学生德育的重要

性和有效性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培养合格

的医学生，就必须把专业教育和德育教育放在同等

重要的地位。德育教育不仅影响着医学生的个人

成长，更关系到患者的安危以及医学事业发展的正

确取向。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

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

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目前我国

高等医学院校中，德育教育还不尽如人意［1］，德育效

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医学生德育与专业教育精准融合的必要性

（一）突破德育主体课学时安排局限性

在医学高校，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分三部

分：公共基础课、医学基础公共课和临床专业课。

由于临床医学专业具有系统繁多的医学知识体系，

课程多达50余门，近3 300学时。在众多课程中，承

担德育教育主体任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仅为４

门，190学时左右［2］。仅靠其中几门德育相关课程还

远远达不到符合医学生专业特质所需的职业素养

需要［3］。如果加强德育课程设置，就势必要减少医学

专业课的学时，这又与医学专业课程要求相矛盾。这

就迫切需要医学专业课老师将专业知识要点与德育

精准结合，才能达到医学德育教育的要求。

（二）改变重专业、轻德育现状

伴随着高校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教学创新蓬勃

开展之势，我国医学高等教育教学从专业、学科建

设，到问题式教学法、情景案例教学等方面改革成

效显著。但由于教学质量的衡量标准是按职业资

格考试通过率而论，教师课程设置重点多放在学

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忽略了对德育的渗透引

导［3］。医学院校师生中重专业知识和专业课程设

置，轻德育渗透的教育教学理念，越来越引起专家

学者的思考［2］。

（三）适应学生发展特点和医学知识体系需要

现在大学生多为“90后”，独生子女比例逐年增

加。他们的成长缺少兄弟姐妹的情感陪伴，长大后

又受智能手机和网络文化的影响，缺少同辈群体的

交流，缺乏团队协作等能力。

医学的知识结构承上启下，互相之间有着很强

的内在联系。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学生日后从

事临床工作的基础，学生在主观意识上会对课程内

容格外重视，对专业教师心存敬畏［2］。如果在讲授

专业知识时，能融合一些团队合作、行为规范等德

育教育，学生会认可并愉悦地接受，育人成效事半

功倍。

（四）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贯彻落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重要任务，推进“课

程思政”改革，不是简单增开几门课程，也不是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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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活动，而是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

程，落到实处，将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课堂教学

主渠道，使每门课都突出育人价值，让立德树人“润

物无声”。

二、医学生德育与专业教育精准融合的现状

（一）德育与医学专业教育单兵作战，少有融合

医学院校承担人文素质课的教师缺少医学临

床知识背景，在授课内容上很难与学生今后的工作

联系起来；医学专业的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缺少渗透

人文职业精神教育的意识，过于注重专业知识的传

授，对于医学生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的培养重视程

度明显不够［3］。德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结合难度大，

这种融合的本质既是理论与理论的贯通，也是理论到

实践的跨越，它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和教师的

教学艺术都提出了很高要求［4-5］。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精准融合的教学效果缺

少短期成效的评判标准，教学效果往往需要学生毕

业后在工作中逐渐体现。因此在临床专业教学中

很少有人沉下心来组织实施。

（二）相关研究侧重于宏观理论探讨，微观实践

总结较少

德育与专业教育精准融合的相关研究作为重

点议题，近几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有

的临床专业老师从不同层面将德育教育与医学专

业课结合，将传统的“德育课程”，积极探索成“课

程德育”的教育模式［2］。有学者从实践育人、校园

文化育人等方面培养医学人才医德素养［1］；有学者

通过开设医学生情绪管理等课程和教学过程中重

视“第一次”教育等层面加强医学教育全员育人功

能［3］。但医学德育融合专业知识精准结合的实施鲜

见报道。

三、医学德育与妇产科专业知识精准融合的

具体实施和现实作用

每个人在诞生的过程中都同时孕育着德育的

内涵。在医学专业课程教授中，结合知识点渗透德

育教育，学生既能接受育人理念又能掌握医学知

识。下面以妇产科教学为例，具体展示医学德育与

专业知识精准融合几个典型案例。

（一）精准融合提升学生自信、感恩、尊重的德

育品质

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从小都在长辈的溺

爱中长大，缺少或没有真正理解对生命的珍爱，对

父母的敬爱，对朋友的友爱。医学专业课程本身就

是生命科学，蕴育着深厚的德育情怀。老师在传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德育教育则能引发同学思考，

这样的德育教育学生易接受，体会更具体深刻。

1. 结合受精过程，启发学生敬畏生命，增强自

信心

人类的生育过程和机理充满了神奇和美妙，每

个人都是由父亲的上亿个精子竞赛的冠军与母亲

百万个优选的卵子相结合形成的受精卵发育而

来。每次讲到这里，用科学事实告诉学生，每个人

来到世界都是精子和卵子的精英的结合体，从生物

“优胜劣汰”的规律讲，每个人都是优秀的个体，每

个人都要对自己充满自信，要珍爱生命，同时也应

该珍爱每一个体，每一位患者。

2. 从分娩阵痛谈母爱，使学生对母亲有更深刻

的感恩之情

胎儿的娩出是由子宫规律性收缩完成的，每一

次的子宫收缩母体就要承受剧烈的腹痛，医学对疼

痛等级划分为12级，等级越高，疼痛越剧烈，分娩阵

痛的等级在10级以上，正常胎儿娩出母体要承受近

14小时的10级阵痛。讲到这部分内容时，每届学生

都会由衷慨叹母亲的伟大，感恩之情油然而升。

（二）精准融合增强学生适应社会、团队合作、

抗挫折等能力

“90后”学生自我意识强，常常强调自我个性的

发展，张扬自我与协作精神又互相矛盾。临床医学

行业需要团队的协同作战，具备团队合作精神才能

在工作中得到人生价值的更好体现。

1. 受精卵发育运送过程与协调统一

受精卵发育至桑椹胚时期恰是它通过输卵管

峡部与间质部之时，其发育及运送与输卵管结构相

协调相统一的知识，正是引导学生认识到个人发展

要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统一的最好例证。

2. 分娩过程的协调统一

分娩时骨产道大小和胎儿大小要相协调，临床

称“头盆相称”。头盆相称，产力又正常就会顺产，

头盆不称，产力又不能适应变化就可能发生难产。

讲到这些临床知识时，将社会比喻成骨盆，将胎儿

通过产道比喻成学生成长过程，引申个体成长一定

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否则个人发展一定会发生问

题，影响个性优点的发挥。

3. 精准融合提升学生抗挫能力

大部分“90后”学生由于生长环境优越，基本没

有吃过苦，经历过磨难。他们面对困难挫折常表现

出消极对待、推卸责任等。

胎儿分娩章节内容对学生适应社会、抗压力教

育有很大的提升。胎儿从母体娩出时必须经过骨

盆腔，胎儿娩出是沿着骨盆腔三个假想平面中点的连

线（产轴）分娩出来。我们把骨盆腔比喻成人生隧道，

各平面的连线寓意人生轨迹——它是弯曲的，而非坦

途；胎儿分娩的过程警示我们行走在人生隧道中，如

何适时调整转变自己去面对困难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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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胎头沿产轴下降到中骨盆时，由于中骨盆平面

形状的变化以及遇到盆底的阻力，胎头要进一步低头

俯屈、内旋转，使胎头以最小径线顺利通过中骨盆

腔。胎头的俯屈内旋转可以看做面对人生环境变化

或遇到困难压力时，在保持前进方向的原则下，学会

改变自己、换个角度去面对生活的困境和挑战，结合

这一医学知识适时对学生进行抗挫能力教育。

每次讲解结束后，学生们表示今后在面对生

活、学习等困难压力时，要像胎儿学习，调整自己将

压力化为动力，以良好心态迎接挫折与挑战，以乐

观向上的精神面对生活磨难。

（四）精准融合增强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职业要求医学生要有大方得体的举止行为，以

增强患者的信任感。信任来源于职业的敬仰，更来

源于医生的言行举止。结合有关疾病的专业知识

提高学生自觉规范行为意识。讲到病理产科疾病

时，一些疾病的病因都与青春期没有注意生殖道健

康及不良行为有关（如异位妊娠和前置胎盘最常见

的病因是生殖道炎症所致；吸烟、吸毒是胎盘早剥

的高危因素）。教育学生在青年时期一定要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增强生殖道健康意识，树立自尊、自

爱、自强的恋爱观。

德育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现在的医学生从年龄、成长经历、接收知识途径等

都发生很大变化，医学专业教师应转变传统观念，

要用好医学专业课堂教学平台，将德育教育恰如其

分地融合在专业教育中，使医学生既有宽厚扎实的

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思维能力，更具有了解掌握患

者心理精神层面需求的德育职业素养。

立德树人重在德上，医学院校的每门课程从学

生心智成长规律出发将育人理念与专业知识精准

融合，学生在接受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德育修养

潜移默化沁入心田，育人于无形之中，使他们自觉

成为术业精湛、有情怀有温度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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