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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临床实践教学中实现课程思政的探索

张金 肖文艳 杨旻

[摘要] 目的 探讨在急危重症临床实践教学中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方法 选择重症医学科轮转的 60名

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生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分为观察组（n=30）和对照组（n=30），对照组采用传

统教学法，观察组采用增加思政教学法。比较观察教学结束后两组学生理论知识水平、前沿知识拓展程度、职业素

养以及对教学的满意度。结果 在教学结束后，观察组学员理论知识掌握水平、前沿知识拓展程度、职业素养等方

面的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8.44、9.64、11.42，P均＜0.05）。观察组学员对临床带

教老师的教学形式和内容，学员们的学习兴趣、知识点掌握等方面评价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

17.76、20.82、17.92，P均＜0.05）。结论 在急危重症临床实践教学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丰富临床实践教学内涵，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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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methods to achie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ducation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acute critical illness. Methods A total of 60 clinical standardize trainee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30）and control group（n=30）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eaching method.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as additionally used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frontier knowledge，professionalism and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were compare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eaching. Results After teaching，the level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frontier knowledge，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

tistically significant（t =8.44，9.64，11.42，P＜0.05）.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forms and contents，learning interest

and key points mastering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

17.76，20.82，17.92，P＜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acute critical illness，it can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and achieve a good teaching effect by enhan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ducation.

[Key words] acute critical illness； practice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它需要将高层次的 学习、创新、研究和社会服务等相融合。进入新时

代，高等教育的从业者必须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

彻教育方针、认真思考育人的根本问题。高校作为

培养人才的前沿阵地，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

课程同向同行，构建育人的大局观，是高等教育工

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1,2]。

自 20世纪末，全科医学在我国得到生根、发展。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仍存在不足，需要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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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特别是加强危重症的识别和现场处理，将有利

于全科医学的全面、长足发展。临床实践教学是整

个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促进在校医

学生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将对医学生的职

业认同和规划产生重要的影响。医学生最终要服

务于社会，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临床实践教学中，

有利于提升实际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综合素质[3,4]。

危重症医学是现代医疗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二级、三级医疗机构中危重病人最集中、病种最

齐全、病情变化最快、抢救任务最重的学科，也是参

与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频繁的学科。“抗震救

灾”“抗击疫情”等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为课

程思政的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素材。重症医学科也

是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实施思政教育最为合适的地

方。因此，本教研室加大了青年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的培养，尝试通过将思政教育融入临床实践教学，

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6 月到 2021年 5 月期

间进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规培

基地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60名学员为研究

对象，其中男性 25 名、女性 35 名；年龄 23～25 岁，

平均年龄（24.10±0.62）岁。以 2020年 12 月在临床

实践教学中融入思政教学为时间节点，不同教学方

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名学员。观察组中男

性12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24.13±0.56）岁；对照组

中男性 13名、女性 17名；平均年龄（24.10±0.65）岁。

两组学员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
1.2 方法

1.2.1 教学安排 在保证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的基

础上，由重症医学科治疗组长针对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学员，对照组采用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为重点

的传统的临床实践教学方法。观察组开展思政教

学，通过思政元素设计，在传统临床实践教学的基

础上融入思政元素。

1.2.2 思政元素设计 思政教学具体以徒手心肺

复苏、创伤急救、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4 个

临床实践教学案例为核心课程。①徒手心肺复苏：

深入挖掘生活中已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典型的院

外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失

败和成功案例，培养学生处理危机的能力，树立敢

于创造奇迹的精神及抢救意识。同时将新颁布的

《民法总则》结合CPR指南更新内容融入到教学中，引

导学员在危机时做出正确选择。②脓毒症：通过一例

典型的脓毒症患者的经历叙述，结合目前脓毒性的流

行病学，了解脓毒症给患者、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

济、身心负担及其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严峻挑战。

理解国际社会设立“脓毒症日”的目的，以及“拯救脓

毒症运动”的具体内容及意义，激发学员的社会责任

感。③创伤急救：通过引入 2008年真实抗震救灾的

典型成功案例，使学员认识到创伤的差异性、复杂性

和危急性，培养学员在身处创伤急救现场时，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了解国家对创伤急救中心

建设的投入、急救体系的完善，引导学员们应将个人

的自身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④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从医务工作者亲历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的案例开始，将晦涩的专业医学名词用现实中的

表现进行具体化，引发学员们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的关注，并且引导学员弘扬爱国情怀、践行医者誓言。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学员在出科时理论知识

掌握水平、前沿知识拓展程度、职业素养考核成绩

以及对教学的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出科考核成绩

采用试卷模式评分，理论知识主要涉及到 4 个案例

的诊断、鉴别诊断、病理生理及处理原则，满分

50 分；前沿知识主要涉及学生们对 4 个案例书本以

外知识的主动挖掘，满分 30 分；职业素养主要涉及

医德、医风，人文关怀及价值观等，满分20 分。对教

学的满意度主要由学员们对临床带教老师采取的

临床教学和内容，学员们的学习兴趣、知识点掌握

等方面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员出科考核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员出科考核成绩比较/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理论知识

46.55±1.68*

42.53±1.96

前沿知识

26.59±1.72*

22.27±1.72

职业素养

18.76±1.09*

14.67±1.6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观察组学员在理论知识掌握水平、

前沿知识拓展程度、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考核成绩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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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11.42，P均＜0.05）。
2.2 两组学员对教学的满意度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学员对教学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30

30

教学形式

28（93.33）*

22（73.33）

教学内容

27（90.00）*

22（73.33）

学习兴趣

29（96.67）*

21（70.00）

知识点掌握

28（93.33）*

21（7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观察组学员对临床带教老师的教

学形式和内容，学员们的学习兴趣、知识点掌握等

方面评价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

=17.76、20.82、17.92，P均＜0.05）。
3 讨论

近年来全科医学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其直面

社区和家庭，整合了包括临床、预防、康复等相关专

业内容，更融入了社会人文理念。随着人口老龄

化，社区急危重症患者逐渐增多，加强急危重症诊

治有利于全科医学整体的发展。而目前全科医生

的培训仍然主要在医院开展[5]。临床实践过程是一

名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从业者所必须经历的

一个重要阶段，我校已提出并践行医学生应当“早

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学理念。在这样的背

景下，临床实践教学质量也应顺应发展、同步提高。

医学生终将要成长为服务社会的人。将课程思政

作为一种在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新的教学手段，注重

将医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国家发展相结合，进一

步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健康

中国。

本次临床实践教学探索中发现，在典型临床案

例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能够促使学员主动地去拓

展案例相关的前沿知识，进一步开阔自己的视野；

课后会对临床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和分析，

主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实践的临床案例当中

涉及的重要知识点理解、掌握更为全面。通过临床

教师以及鲜活的思政素材的言传身教，有助于促成

学员们良好职业素养的养成。同时，将鲜活的思政

元素融入到临床实践教学中，丰富了教学手段和内

容，避免教学过于单调和枯燥，激发了学员们的学

习兴趣和热情，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专注力，学

员们的满意度较前提升。

目前，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已有学科在临床教

学中对教学路径进行重构设计[2]，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本次研究在代表性课程的选择上，抓住急危重

症的特点并紧紧联系社会思政热点，在“广度、深

度、温度”上下功夫。本次重点选择了徒手心肺复

苏、脓毒症、创伤急救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4 个案

例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结果显示，观察组学员在

理论知识掌握水平、前沿知识拓展程度、职业素养

等方面的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均＜0.05）；

观察组学员对临床带教老师的教学形式和内容，学

员们的学习兴趣、知识点掌握等方面评价优于对照

组（P均＜0.05），表明在急危重症临床实践教学中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丰富了临床实践教学内涵，取

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徒手心肺复苏是挽救突发

心脏骤停患者的一种紧急救命技术，普通民众经过

一定的专业培训即可掌握。如在心脏骤停现场的

第一目击者能够对患者迅速、正确地实施心肺复苏

术，患者的生存率将大大提高。此案例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思政元素的设计围绕国内国外心肺复

苏质量及成功率的差异、社会上“扶与不扶”等热点

话题的探讨以及我国于 201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进行深入挖掘。脓毒症是社

会热点话题，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沉重的社会负

担，也是我科特色诊疗项目之一。2002年由美、欧

等危重病协会率先在全球发起了“拯救脓毒症运

动”，2012年设立了世界“脓毒症日”，体现了抗击脓

毒症需要通力协作、刻不容缓[6]。思政元素的设计

抓住脓毒症相关热点社会问题，充分调动学员们的

社会责任感。创伤与现代文明相伴同行，是现代社

会的突出问题。创伤急救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思

政教学抓住社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我国的社

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很好地将学生的关注点和兴

趣引入其中，进行国情和核心价值观熏陶。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是各种原因引起肺部损伤的综合表

现，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难治性肺水肿和顽固性低

氧血症，治疗困难、死亡率较高[7]。特别是在近期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社会各界的抗疫工作也为课程

思政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把家国情怀与课程自然融

入，达到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效果。

当然，本次临床实践教学方式的探索仍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如教学方式过于单一、思政元素挖掘

深度不够、参与学员人数不多等，这些在以后的临

床实践教学中都应逐步丰富完善。同时，还注意到

全科医生直面社区、家庭，全科医学的急危重症临

床实践教学更应融入了社会人文理念，设计医生与

（下转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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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及以上等级的医疗单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村卫生室。良好的合作、竞争氛围和能者多

得等原则才能有效提高（助理）全科医师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助理全科医师可能主要存在相关知

识运用及协调管理能力严重不足，基本医疗服务能

力明显下降；内驱力不足（岗位满意度低）。本次研

究存在一些客观的不足之处：第一，采用自评问卷

表存在个体认知差异；第二，助理医师人数非大样

本数据，后续仍需进一步加大样本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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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患者和家属的沟通、交流环节，促进学员全

面发展。

综上所述，在医学生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融入

思政教学，丰富了教学内涵，能够开阔学员的视野、

激发学习热情、提升教学效果，可以进一步提升育

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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