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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在“生物—心

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需求背景下，以社会需求为

导向，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医学人才是医学高

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医学教育是“人”学教育，也是

“仁”学教育，医学人文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引领医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具有重要作

用。而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的思想政治教育

也将对医学生的价值引领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统一于培养合格医

学人才的教育要求与教学实践，两者同向同行［2］。

如何科学、系统地开展医学人文教育，并将其与思

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形成协同效应，提高医学人文

教育效果，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医学人文

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人文思想自古有之，在中国，早于孔子之前的子

产就曾在“天道远，人道迩”的论述中提出相较于天道

等自然规律要更关注人的思想。《孝经·圣治》中，“天

地之性，人为贵”明确了人在宇宙中的价值。老子的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

其一焉”，也是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文思想从中国古

代先哲发展至今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思想领域。同时

西方人文思想的发展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路径，从古

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苏格

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再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更加

强调人的价值与权利，不管是从“神”到“人”，还是对

世界本原认知中人的重要性的探索，都体现了人文思

想中以人为中心的重要内涵。

伴随着人文思想的发展，医学人文也随之兴

起。纵观医学发展史，从原始社会的医药卫生萌芽

到医学革命与生物医学的奠基，再到现代医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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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医学发展过程中充满了人文思想的光芒。在原

始社会，人类曾使用“钻孔术”利用燧石钻具在颅骨上

钻孔排除脓液的方法来拯救同伴的生命，医学中的人

文思想由此显现，许多伟大的医学家不仅对医学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于医德有很深的见解，具有

高尚的道德修养。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医学不

仅以人的疾病为动机和目的，同时也关注人的疾病心

理、社会属性，比如以照护患者及家属为主要内容的

临终关怀的发展，也凸显了医学人文思想［3］。

医学发展史中内含的人文思想呼唤着医学人

文教育，我国医学人文教育从最初的 20世纪 50年

代的人文与科技教育分离，到80年代医学院校陆续

恢复开设人文素质课程，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医学

人文教育的内涵及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医学伦理

学、卫生法学之外，医学人文教育中还外延了医学

文学、医学经济、医学心理等众多学科［4］。

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是立德树人，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

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

无德不立”。医学院校的立德树人就是培养认同且

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医学生。因此，思想政

治教育是重点强调在德育基础上的价值引领与教

育，医学人文教育重在培养学生以医德为核心的医

学人文精神，两者都是对人的思想和信念的教育，

都是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由此可见，医

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二、医学人文教育融合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虽是同向同行的关系，

但是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往往是两个不同的系

统，医学人文教育作为只在医学类院校开设的以医学

生人文精神为重点的教育板块，其主要价值导向是以

人为中心，关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而人的自由

与权利与社会文明程度有着密切联系，医学人文教育

中融合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具体可以从医学人文教育

中对人的价值关注的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制度、道路自信与强调人的尊严与权利内

在统一

医学人文作为人文思想的一个分支，强调的是

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和保障

人的基本权利。医学人文教育中，不管是医学伦理

学、卫生法学还是医学心理学等都在强调人的尊严

及自主权利。而这些是与社会制度息息相关的，一

个国家的制度是否适合国家发展需要，一个国家坚

持的道路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可与支持，直接决定这

个国家的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的程度。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人民的权

利与尊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含着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要内

容。这与医学人文教育中强调人的尊严与权利具

有内在统一性，因此完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有利

于医学人文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文化、理论自信与正确对待个人权利与社

会实现内在统一

医学人文教育中关心人就必然会面临一个问

题：个人权利与社会实现之间的关系问题。通常来

讲，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他可能提供给

我们满足权利的条件就越多，以此类推，公民实际

享有的权利也就越多。同时个人的权利必须以社

会的价值认同为基础，所以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直

接决定个体在医学实践领域中是否能够正确对待

权利与义务［5］。中国文化中内涵的“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与人为善”等传统道

德观，对医学生医学人文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

作用。正如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医务工作者

们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抗疫一线，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正是由于千百年来浸

润在每个人心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同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为公民正

确对待自身权利与义务提供坚定理论基础。因此

文化、理论与正确对待个人权利与社会实现具有内

在统一性，坚定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有利于医学人

文教育目标达成。

三、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中专业

教师素养提升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

的统一，贯彻教师主导，教师必须首先做到讲政治

并讲好政治。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效融合也必须抓住医

学人文教育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因此专业教师的

素养是实现医学人文教育课程思政效果的关键［6］。

提升专业教师素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正如马

克思·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认为，工具理

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期

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

的目的”，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

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

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

否取得成就”［7］。要实现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

有效融合，不仅要把提升专业教师素养看作是实现

工具理性的手段，而且应该视作目的，同步实现价

值理性，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重性。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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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专业教师素养的提升成效取决于学校和专业

教师两类主体的共同努力，学校通过外部引导力实

现工具理性，外部引导力有效转化进而激发教师内

部驱动力实现价值理性，立足学校和教师两个主

体，遵循内外结合的原则，构建一种内外有机结合

的综合体系，推进医学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中

专业教师素养的提升［8］。

（一）科学的课程思政体系强化外部引导力

1.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推进医学人文课程思政

体系建设

医学人文教育融合思政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

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在学习中提高学生的思政素

养，学校必须对各类课程融合思政教育的路径做出

科学合理的设计与规划，通过体系建设提升专业教

师的素养。学校党委掌握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

权，在各类课程融合思政教育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主

体责任，按照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协同合作的思

路，全面推进课程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强化顶层设

计，建立长效机制，全面推进各类课程与思政教育

相融合的体系建设。同时要建立指导委员会，负责

各类课程与思政融合教学工作的改革指导、咨询、

督导、评价等。

2. 以组织架构为基础，加强医学人文课程思政

管理

学校教学部门、教务部门、宣传部门的支持是

提升专业教师素养的重要基础，也是医学人文教育

能够有效融合思政教育的重要基础。首先应该加

大宣传力度，例如举办“课程思政”教学比赛，提高

教学人员将课程融合思政教育的能力；其次建立和

完善各类课程融合思政教育管理机制。医学院校

可以通过建立直接的管理部门或者对各个管理部

门的职能进一步细化的方式完善管理机制。比如

建立直接的“课程思政”研究部门，或者对教务部

门、宣传部门及教学部门的工作职责进行进一步细

化。其中教务部门可以通过考核标准制定、学分统

计等方法进行管理［9］；宣传部门主要提供推广及推

广方案策划；教学部门人员通过教学内容的融合、

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式进行落实。

3.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障医学人文课程思

政效果

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提升专业教师素养的重要

保障，也是医学人文教育能够有效融合思政教育的

保障。首先，有效的激励机制以科学的评价体系为

前提，合理的教学评价能够引导教学活动的不断完

善与进步；其次，在合理的评价体系基础上，建立有

效激励机制是医学人文教育有效融合思政教育的

重要保障。学校应该健全物质激励和精神嘉奖，大

力奖励和表彰课程思政育人成绩的典型，并在评奖

评优、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同时明

确在课程融合思政教育过程中未达到预期效果且

取得负面影响的行为处理办法，通过完善机制促使

教师更好地投入到立德树人的事业中。

（二）外部引导力有效转化，激发教师内驱力

医学人文教育融合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单纯的

外在引导力无法持续地提升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素养，可以通过对外部引导力的恰当运用，使之

有效地转化为专业教师提升课程思政教学素养的

内在驱动力，实现价值理性，兼顾价值理性与工具

理性的二重性，构建一种内外结合的有机体系。专

业教师的内在驱动力是指教师有强烈的意愿自觉

主动地在医学人文教育过程中融合思政教育，产生

这种意愿的原因是多样的，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

划分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

1. 合理的体系建设提高认知内驱力

认知驱动力是个体想要理解事物、掌握知识、

系统阐述并解决问题的需要。往往表现为个体对

事物的求知欲，在医学人文教育融合思政教育的主

导专业教师身上表现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求知欲

和探索欲，学校通过建设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课程

思政体系促使教师重视课程思政建设，积极探索课

程思政内涵，激发教师的认知内驱力［10］。教师通过

加强自身的思政素养，包括教师自身的政治站位、对

思政课程的认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规律、融

合课程教学的思政目标等，加大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求

知欲，进而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学习内驱力。由此可

见，学校的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作为一种外部驱动力可

以有效提高专业教师的内在认知驱动力。

2. 完善的组织架构促进自我提高内驱力

自我提高驱动力是个体想要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达到某种地位或获取尊严的强烈意愿。在医学人

文教育融合思政教育的主导专业教师身上表现为，

通过实现课程思政效果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的渴望。

如何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离不开高校完善的组织架

构，学校教学部门、教务部门、宣传部门的支持不仅

是医学人文教育能够有效融合思政教育的重要基

础，而且在实践中能够促进专业教师提高内驱力。

通过举办“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建设专门的研究部

门等协助教师找准教学中的思政结合点，提升教学

质量，获得教学成就感，满足渴望，促进自我提高内

驱力［11］。以生命伦理学课程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通过

教、学、讲、演、思、辩的教学方法：教即课堂讲授，学即

学生学习，讲是学生演讲，演是医学伦理难题中的角

色扮演，思是医学伦理问题的文献研究思考，辩是针

对课堂问题道德主题辩论讨论［12］。在教学过程中融

合思政教育找准结合点，如表1，实现课程思政效果，

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提高自我提高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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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要点

医学伦理学研究对象医

德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尊重原则的理解

医疗人际关系伦理审视

医学科研伦理

人体实验问题

生命神圣论

生命伦理学热点问题

融合思政教育结合点

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导向：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共产党人

——钟南山

文化自信、诚实守信、仁爱友善、不分贵贱、普同一等价值观：

孙思邈《大医精诚》中的生命观

自由、平等、公正价值观：何为公正？（公开课）

民主、法治价值观：肖志军案的伦理与法的研究

文明、和谐、平等、公正价值观：寻找最美医生-家庭医生严正

诚信价值观：诚信问题讨论

富强、文明、和谐、爱国价值观：勿忘国耻-恶魔731部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参观生命科学馆；学习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康达校友的事迹；对比中外关于新冠肺炎病人

健康权的不同表现

不忘初心、立德树人和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

——克隆，安乐死，代孕等

授课形式与教学方法

案例导入—角色选择—角色扮演

翻转课堂

慕课学习

文献自主学习

课堂教学录像

辩论

视频观看

实践教学

辩论

表1 “生命伦理学”课程融合思政教育融合点

3. 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附属内驱力

附属内驱力是个体想要从他人身上获取信任、

表扬的渴望。在医学人文教育融合思政教育的主

导专业教师身上表现为，通过实现课程思政效果获

得学生、学校及社会认可的渴望。有效的激励机制

不仅是医学人文教育能够有效融合思政教育的保

障，而且通过健全的物质激励和精神嘉奖能够推动

教师的附属内驱力。在教学前，针对不同专业、年

级学生做好学情分析、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分析等；

在教学中，搜集广泛的思政教育材料，找准融合思

政教育结合点并结合学情分析选择适合学生的教

学方法融合思政教学，采用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让思想政治教育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融合在课程学习中。专业教师通过这一系列

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获得

学生肯定、同行认可、学校嘉奖、社会鼓励，极大地

推动了专业教师的附属内驱力，提高了专业教师课

程思政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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