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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课程人文元素，提升教学内涵质量
——《全科医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探索

陈文姬 谢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加强思想

政治理论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各门课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1] 。东南大学医学院自 2014年起在医学本科

生中开设《全科医学》课程，以全科医学基本原则为

主线，介绍全科医学理论、工作内容和方法，强化以

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基础、以预防为

导向的健康照顾理念；根据全科医学理论特点，将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导入各个章节。

1 《全科医学》课程建设目标

1.1 课程思政目标 《全科医学》课程思政目标是

培养新时代的全科医生，培育他们的社会责任和爱

民情怀，将个人奋斗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融合。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医疗行业在保障居民生命健

康作出巨大贡献，人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达到

77.3 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到

17.8/10 万，从 6.1‰下降到 5.6‰[2]。但是人口老龄

化所需医疗服务增加，出现新的健康问题和社会矛

盾，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与卫生行业发

展不充分和不平衡所面临的矛盾，因此国家《“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促进人们群众健康的措施落地，需要更多合

格的全科医生扎根社区、服务基层，指导和引领居

民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健康照顾服

务。鼓励医学生投身全科医生队伍，把自己的职业

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以过硬的医学专业知

识和技能，主动赢得居民信任，努力做一名优秀的

全科医生，做好居民健康守门人和代理人职责。

1.2 知识目标 《全科医学》课程知识目标是掌握

全科医学的基本概念，全科医疗的服务特点，全科

医生的岗位胜任力；熟悉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熟悉

家庭的类型、功能、结构以及生命周期对个体健康

的影响，熟悉社区常见健康问题及研究方法；了解

我国发展全科医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了解社区诊

断、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健康教育、健康档案的建

立及管理等。

1.3 能力目标 《全科医学》课程能力目标是提高

医学生对“人”在全生命周期中存在的健康问题的

早期预防、识别、诊疗能力，将生物医学与社会学、

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知识进行整合，从宏观与微

观两个角度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解

决居民实际健康问题，培养医学生临床诊疗思维能

力、综合判断能力、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在临

床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不同人群存在的不同健康

问题。

2 《全科医学》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和切入点

2.1 从健康中国战略出发，论述我国发展全科医学

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我国

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寿命延长，疾病谱、

死因顺位发生改变，需要更多的以人为中心的医疗

照护模式取代单纯以疾病为主的治愈医疗模式。

党和政府以促进全体人民健康为执政理念，高度重

视全科医学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政策保障，大力

培养全科医学人才。作为医学生，要发挥主人翁思

想，投身国家急缺医学专业，加入全科医生行列，到

社区、到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岗位，帮助百姓解

决实际困难。

2.2 由全科医学的基本概念引导做什么样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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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为目标，从个人知识、专业

素养、人格魅力、遵法循规、独立工作、与人合作等

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以疫情期间医务工

作者，尤其社区医护人员为榜样，激发学生责任感

和使命感，鼓励医学生毕业后到基层实施基层医

疗，做首诊负责人，协调专科医疗，做居民健康守门

人和代理人。培养思想过硬、技术过硬、作风过硬、

百姓信赖的综合性人才。

2.3 以“大医精诚”的人文精髓引领，铸造新时代的

工匠精神 以临床案例的形式，讲解“以疾病为中

心”和“以人为中心”的医疗模式的异同，传承“大医

精诚”思想，始终把人的生命和需求作为服务宗旨，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从询问病史、查体检查、健康

教育、预防接种、常见病诊治、慢病管理、康复指导

等基本功入手，培训科学、缜密的思维方式，培养

“小病善治，大病善识，急病善转、慢病善管”的综合

性诊断和治疗能力。

2.4 从我做起，修身、齐家、治理社区 推行以预

防为导向的健康照顾原则，从自身做起，践行健康

的行为、保持自己心身健康，推己及人，引领居民健

康生活方式。注重人文修养，增进服务意识，尊重

病人及其家庭；深入社区，为居民提供连续、可及的

健康服务，成为保护居民健康的主要责任人。

2.5 基于岗位，学习、实践、创新服务 结合全科医

疗服务人群广泛的需要，除了培养学生扎实的诊疗

基本功外，还要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岗

位，结合当地社区特点，将书本知识灵活应用。既

具有独立工作的综合素质，又能组织团队、协调工

作，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勇担责任，以服务的心态，

了解、信任、悦纳病人，笃行“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的服务理念。

2.6 创新教学方法，融知识、技能、行为、思想为一

体 课程以讲授为主要形式，结合课堂提问、案例

讨论、情境设创、学生撰写论文等多种教学方法。

3 《全科医学》课程思政的效果

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踊跃参与互动和问答，自

编自导自演家庭访视、门诊接诊、患者健康教育等

剧目。老师将讨论和表演的中心议题以“主题词”

形式书写在黑板上，进行集中点评、答疑、引导，深

度剖析其中的理论知识或原理。

一组学生演绎了《我是一名全科医生》的小品，

诠释全科医生角色。设置有旁白、家庭场景、社区

就诊场景、综合医院专科医生处就诊场景、再次返

回社区就诊并签约服务场景等，演绎了病人从不理

解全科医生到信任全科医生的服务过程，展示了学

生的对全科医学的内涵认识。老师先请学生自评，

然后进行点评，特别肯定了扮演者的能力、态度和

知识与全科医生能力要求的契合性，鼓励学生投身

到全科医疗岗位，做分级诊疗的铺路石，做居民信

任的家门口医生。

无论是课堂讨论还是作业，多数学生都提到了

目前新冠病毒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全民健康的

影响，认识到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兼顾防疫

和建设，齐心协力，能够抵御一切艰难困苦，体现了

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增进了民族自豪感。同

时也表达了，作为新时代的医学生有当代的使命，

向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学习，做到尊重科学、勇挑重

担，听从指挥，敢于奉献。

通过评审，该课程获得东南大学“课程思政”校

级优秀示范课项目。

4 讨论

《全科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内容讲

解容易，学生掌握、领悟、做到有难度。为了讲好全

科医学，实现课程思政目标，老师们集体备课，认真

讨论，寻找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恰当的融入点[3,4]，使

其形成协同作用[5～7]。

4.1 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应该是润物无声 课程思

政的目的是在讲解专业课程时，给学生灌输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学生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

责任，还有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8，9]。课堂上以临床

真实案例，抽丝剥茧其中的寓意，将我国社会发展

现状、医疗行业贡献、现存主要矛盾、国家相关政

策、未来发展方向等内容娓娓道来，让学生以历史

的、发展的、宏观的视角来思考医学、思考医生的作

用。将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医疗改革的目

标、路径以“隐性”[10，11]方式输出给学生，使其理解全

科医学是什么？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再以作业、

课堂互动、情景创设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探索解

决问题的方法，用“显性”方式给出“怎么做”的答

案，寓教中引导学生将自身职业发展前景与国家战

略目标相结合，春风化雨，环环相扣，启发学生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4.2 思政课程切入方法要与时俱进，创新思路 思

维格局决定结果，在提升教学能力的同时，教学理

念也要不断改进和更新。课程设置之初，国家的住

培制度刚刚起步，对全科医生的激励机制还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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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讲解重点在于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性、必要

性和紧迫性，处于“育种”状态；随着培养全科医生

的一系列政策落地，思政融入也变为“播种”，不断

强化新时代医学生的责任、使命和担当，不仅要培

养合格的全科医生，还要担负探索适合我国文化特

征的全科医学学术理论和实用诊疗技术，完成全科

医学本土化的蜕变。教师的创新思路和教学激情，

以及“点种”技巧，对医学生具有潜移默化和持续深

远的影响。从作业反馈可以看出，学生对全科医学

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描述问题和困难到提出解

决方案和办法，从谈论国家、政府应该怎样办，到能

够结合自身，从医学生能做什么，到我们该怎么做

的思维转变。

4.3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也是思维创新教育[12]的过

程 分级诊疗的格局是理想的医疗服务模式，但是

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实际困难。全科医学的概念如

何与我国医学人文相融合，也在探索中。课堂上抛

砖引玉，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个人、家庭和所在社

区的文化融合，落实到全科医疗的实践中；怎样在

服务百姓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将“红

色精神谱系”融入案例讲解，并不断提出问题，鼓励

学生深入思考，积极表达，预设想法、做法和困难，

鼓励应用联想思维、逆向思维、批判性思维。以学

生参与互动形式，使其从行为、情绪、语言强化思维

内容，引导学生超越自我、超越老师，从历史和榜样

中汲取力量。

教育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过程。专业知识和技

能与人的价值取向是紧密相连的。提高教师自身

学养，从哲学、理论和技术三重维度[13]出发，与现实

社会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紧密联系，从思政课程研

究[9]中借鉴智慧和方法，从教学目标、内容、方式、效

果等全方位的做好设计、实施和考核，将优秀、高

尚、科学、先进的思想意识展示出来，通过学生的

看、听、说、做、写等感官刺激，入脑入心，使其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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