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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国家教育部印发了《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要构建“课程

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

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并要着力挖掘各方面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功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

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1］。课程思政与医学人

文教育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二者是相通的，

可以相互促进［2］。因此，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增加高

质量的医学人文课程本身就是课程思政特征的有

效表达。同时，挖掘医学人文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

素，有利于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质量，推动

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和课程思政建设。近年来，互

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慕课以其“大规模、共享

性、开放性”等特点，成为医学人文教育发展的主要

驱动力量［3］。2020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

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

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积极开展线

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

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4］。各大医科院校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安排学生线上自主

学习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和相关专业知识，并融入医

学人文和课程思政教育。本文通过检索中国8家主

流慕课平台，总结医学人文慕课承载课程思政的作

用与概况，并对医学人文慕课的发展趋势进行展

望，以期促进医学人文慕课的发展与完善，并进一

步推动课程思政建设。

一、医学人文慕课与医学教育

课程思政的关系

（一）医学人文与医学人文慕课

医学人文是体现医学对生命终极关怀的、内涵

丰富的医学哲学范畴，其内涵结构蕴含着医学人文

信仰、属性、精神、价值、素质、关怀、知识等医学人

文子范畴系列［5］。医学人文教育应是在把握好医学

人文核心内容的前提下，通过医学人文课程的讲

授、环境的熏陶、实践的体验等多种途径传播医学

人文精神，培育医学人文素质，使受教育者自觉掌

握和运用医学人文知识与技能，从而实现医学实践

的人性化［6］。慕课的英文为MOOC，是短语Mas⁃
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首字母缩写［7］，即“大规模

在线开放课程”。医学人文慕课是医学人文课程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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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可以补充医学人文教育资源，增强医学

人文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医学人文教育发展。

（二）课程思政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中明确指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

堂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

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

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课程思政”是以思政为

主概念，以课程为主载体，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

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

一［8］，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

教育理念［2］。

（三）医学人文慕课在医学教育课程思政中的

作用

201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人文医学组织机构

现状调查显示，医学人文课程教育资源不足，师资

队伍建设不完善［9］。近些年来，医疗卫生行业和医

学教育系统迫切需要医学人文教育提供相当数量

的优质医学人文课程及师资，而慕课以其强大的传

播性成为医学人文教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从

教育目标上看，医学人文慕课是医学人文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与课程思政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重视加强品德修养、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与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从教育内容上看，医学人文慕课本

身即蕴含着诸多“思政元素”，如医德、诚信、仁爱、

人道主义、以人为本、职业精神、伦理道德等；从教

育手段上看，医学人文慕课顺应时代发展需要，通

过互联网教学手段传播医学教育课程思政资源，实

现优质资源共享，助力课程思政发展。因此，医学

人文慕课在承载医学教育课程思政功能方面具有

先天优势，医学人文慕课的发展不断推动着医学教

育课程思政建设。

二、医学人文慕课承载医学教育

课程思政的概况分析

（一）资料和方法

1. 检索策略

通过广泛收集国内知名慕课平台信息，根据其

权威性和影响力，最终选定 8家主流慕课平台：“中

国大学MOOC”“爱课程”“好大学在线”“学堂在线”

“超星慕课”“人卫慕课”“顶你学堂”“全国医科院校

研究生院联盟SPOC平台”，进一步筛选出平台上发

布的医学人文课程，收集课程相关信息如开课院

校、开课形式、开课时间等，最终筛选获得各平台开

设的医学人文课程共计181门。

2. 医学人文课程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医学人文是一个探讨医学源流、医学价值、医

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学

科群，包括医学史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卫生

法学、卫生经济与管理、医学社会学、医学文化与保

健、医学心理学等。根据医学人文学科标准纳入符

合要求的医学人文课程。非医学和健康专业的人

文课程排除在外。

3. 研究方法

通过筛选中国主流慕课平台上的医学人文课

程，利用EXCEL软件对课程信息进行系统梳理与比

较，利用NVIVO软件对不同医学人文学科的医学人

文课程名称进行词频查询分析，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例分析慕课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分

析医学人文慕课承载医学教育课程思政的现状。

（二）结果

1. 医学人文慕课开设情况

表1显示，“中国大学MOOC”“好大学在线”“学

堂在线”“顶你学堂”平台上所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

均以慕课形式呈现；而“爱课程”与“人卫慕课”平台

则以视频公开课为主，慕课较少；“超星慕课”“全国

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 SPOC平台”上的课程均为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慕课平台相比，“全

国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 SPOC平台”是专门致力

于研究生教育的平台，课程仅向联盟内医科院校研

究生开放，旨在通过一系列 SPOC教学改革来提高

医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平台

中国大学MOOC
爱课程

好大学在线

学堂在线

超星慕课
人卫慕课

全国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
SPOC平台
顶你学堂

总计

课程形式

慕课

视频公开课

资源共享课

慕课

慕课

SPOC
慕课

视频公开课
SPOC
慕课

课程数量

042
040
010
016
018
037
004
009
004
001
181

表1 8家平台医学人文慕课开设情况

2. 课程类型分布情况

按照医学人文学科群及课程类别，将搜集到的

医学人文慕课分为：医学文化与保健、医学社会学、

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学、卫生经济与管理、卫生法

学、医学心理学共七类课程群。研究发现（图1），医

学文化与保健类课程最多，几乎占到总课程的一

半；其次为医学社会学类课程，占 12.7%；其他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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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学伦理学类（8.8%）、医学史学类（8.3%）、卫生

经济与管理类（8.3%）、卫生法学类（7.2%）和医学心

理学类（5.5%）。目前国内医学人文慕课以医学文

化与保健类课程为主，这类课程有多家高校在不同

慕课平台上以多种形式（包括慕课、视频公开课、资

源共享课、SPOC）发布多门相关课程。

医学伦理学
（8.8%）

医学史学
（8.3%）

卫生经济与管理
（8.3%）

卫生法学
（7.2%）

医学心理学
（5.5%）

医学社会学
（12.7%）

医学文化与保健
（49.2%）

图1 医学人文慕课类型分布图

3. 医学人文慕课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情况

对不同课程类型中的医学人文慕课名称进行

词频查询（图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

分析医学人文慕课中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根

据显性的词频和该类课程核心教学内容研究发现，

医学文化与保健类主要包含“健康”“中医”“文化”

“养生”等高频词，习近平同志强调，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把人民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内涵［10］，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

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这些高频词体现了我

国“富强”“文明”“爱国”“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医学社会学类主要包含“沟通”“人文”“修

养”等高频词，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积

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些高频词体现了我国“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医学伦理学类主要包含“医学”“伦理”等高频

词，医学伦理教育本身内含着医疗诚信、仁爱、人道

主义、职业精神等思政元素，体现了我国“公正”“平

等”“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医学史学类主要包含“导论”“历史”“医学史”等高

频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医学的发展史中凝结着

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体现了我国“富强”“文明”

“爱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卫生经济与管理

类主要包含“管理”“护理”“健康”等高频词，管理能

够改善卫生事业运行的效率，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这些高频词体现了我国“富强”“民主”“公正”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卫生法学类主要包含“卫

生”“法规”“法医”等高频词，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

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了解医药卫生

相关法律法规对增强医学生法治观念、依法行医至

关重要，这些高频词体现了我国“平等”“公正”“法

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医学心理学类主要包

含“心理”“健康”“护理”等高频词，健康包含身体健

康和心理健康，关注和研究患者心理健康凝聚着以

人为本的医学人文精神，也是医学发展的现实需

要，这些高频词体现了我国“文明”“平等”“诚信”

“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2）。
此外，在181门医学人文慕课中，蕴含“平等”“富

强”“文明”“爱国”元素的医学人文慕课较多，课程数量

分别为151门、119门、114门和104门。蕴含其他思政

元素的医学人文慕课数量相对较少，按照课程数量从

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公正”（67门）、“友善”（49门）、“法

治”（36门）、“诚信”（26门）、“和谐”（23门）、“自由”

（23门）、“敬业”（16门）、“民主”（15门）。

学科类型

医学文化与保健
医学社会学
医学伦理学
医学史学
卫生经济与管理
卫生法学
医学心理学

课程
数量

89
23
16
15
15
13
10

蕴含的主要思政元素

富强、文明、爱国、平等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友善
公正、平等、敬业、诚信、友善
富强、文明、爱国
富强、民主、公正
平等、公正、法治
文明、平等、诚信、友善

表2 不同医学人文学科所蕴含的主要课程思政元素情况

4.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医学人文开课情况

2017年，国家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

经专家评议及综合评定，认定490门课程为2017年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根据各慕课平台收集到

的医学人文课程信息，共收集到22门国家精品开放

课程（表 3），占总课程数量的 12%（22/181），课程数

量偏少。“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和“人卫慕

课”平台以慕课形式呈现，“爱课程”平台课程形式

则为资源共享课。

三、医学人文慕课挖潜课程思政作用的展望

（一）持续优化慕课，融入多元思政

课程思政的新理念表明，医学专业的人文素质

教育可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协同共进［2］。将思政教

育融入医学人文教育之中，有利于实现立体育人，

提高医学人文教育质量。医学人文慕课作为医学

人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大院校应立足课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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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容，以教学内容为课程思政载体，深度挖掘医

学人文慕课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思政元

素融入医学人文慕课的考核标准。通过教学改革

将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慕课之中，不断充实慕课内

容，优化慕课建设，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培养优良的医德医风，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医生

职业自信。在当前课程思政新理念的推动下，应最

大限度地发挥思政育人的功能，以思政教育促进人

文教育，以人文教育承载思政教育，只有将二者有

机结合，才能培育出仁心仁术的医者［2］。

（二）强化师资培训，提升教学能力

高水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发展医学人文教

医学文化与保健课程 医学社会学课程 医学伦理学课程 医学史学课程

卫生经济与管理课程 卫生法学课程 医学心理学课程

图2 医学人文慕课课程名称词频

开课院校
北京中医药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医科大学

复旦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湖北大学

暨南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四川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中南大学

课程数量（门）
2

2

1
1
2

1
1
1
1
1
1
2

1
1
1
1
2

课程名称

中药安全用药导论

针灸学导论

生活药学

走进性科学

护理管理学

全球卫生导论

卫生法学

社会医学

中国医学史

运动与健康

中医养生与亚健康防治

营养与健康

医患沟通

大学生心理健康

医学伦理学

护理心理学

医古文

太极拳医学

医学伦理学

药事法规

食物营养与食品安全

食物营养与食品安全

课程形式
慕课

慕课

慕课

慕课

资源共享课

慕课

资源共享课

资源共享课

资源共享课
慕课

慕课

慕课

慕课

慕课

资源共享课

资源共享课

资源共享课
慕课

慕课

资源共享课
慕课

慕课

平台

中国大学MOOC
中国大学MOOC
中国大学MOOC
学堂在线

爱课程

中国大学MOOC
爱课程

爱课程

爱课程

学堂在线

中国大学MOOC
中国大学MOOC
人卫慕课

学堂在线

爱课程

爱课程

爱课程

中国大学MOOC
中国大学MOOC
爱课程

中国大学MOOC
学堂在线

表3 国家精品医学人文慕课开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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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最基本的保障［11］。在当前“互联网+”的大环境

下，高校应适时积极开展教师培训活动，提升教师

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12］，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开

展教师培训，不断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引

导教师主动将互联网与医学人文教育相融合，提升

医学人文慕课教学效果。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主

力军，应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结合党

建活动、思政专题讲课竞赛［10］等培养专业教师的思

政意识和思政能力，完善教师思政知识结构，全面

提升师资队伍的思政综合素养水平。教师应不断

探索改革教学方法，通过专业课内容中思政元素与

人文意蕴的凝练与提炼，给予学生基于学科专业认

同的医学之于国家命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教育［13］，

充分利用医学人文慕课增加课程趣味性，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课程思政。

（三）整合优质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医学人文慕课以医学文

化与保健类课程为主，其他类型课程偏少，缺乏医

学哲学类课程，且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量偏

少，慕课平台上课程大多为高校自发推荐。医学

教育主管部门应着力整合慕课平台上优质的慕课

资源，组建优秀师资团队，全面讲授医患沟通、医

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史、卫生法

学、社会医学等核心人文课程，充实医学人文慕课

体系，这有利于解决医学人文教育资源不足的问

题。各大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慕课平台上海量、

优质的人文课程资源来实现医学人文教育资源和

师资资源共享，提升医学人文教育质量；不断优化

医学人文课程慕课移动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慕课

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随时随地满足学生个性化

的学习需求；利用慕课平台大数据，为学生提供个

性定制学习服务，以提高学习效果［14］。

（四）探索混合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改变着医学人文教育的

教学方式，医学人文课程由传统的灌输式课堂讲授

向多元化混合教学模式转变，优质的网络课程借助

网络平台实现共享，方便学生进行跨时间、空间的

学习［11］。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全国

大中小学的网络在线教育教学模式成为刚需，并预

示着今后全球学校教育模式的新趋势不可逆转。

各高校应积极探索构建合理的混合教学模式，将课

堂讲授与网络教学进行有机融合，利用现有的网络

教学资源补充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创新医学人文课

程教学方式。另外，应积极进行SPOC教学改革，探

索更多优质的校际SPOC课程作为院校间医学人文

课程的补充，完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提升医学人

文素质培养质量。通过医学院校间的合作以达到

优质医学人文师资资源共享，学生能够在平台上跨

校参与 SPOC课程的学习，并完成课程相关在线测

试，修得学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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