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生思政教育侧重培养人格健全、立志强国、技术精湛、
为民服务的良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成长为医院里的临床医
生，除具备技术、技能、素养、创新能力外，还要通过医师资格考
试，以胜任临床医生岗位工作[1-4]。临床医生既要有精湛的专业
技术、终身学习意识、开拓创新精神，还要以患者为中心，进行
人文沟通、心理疏导，积极为患者诊断治疗、解除痛苦[5-9]。解剖
学作为一门古老且重要的学科，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基础也是最
重要的必修课，解剖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任务是“立德树人”和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临床医学专业解剖学教学
中融入思政元素非常必要，但是要避免说教意味过重，注意区
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10-14]。我们分析了往年未明确开展

解剖学课程思政和明确开展课程思政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
专业成绩及其他综合表现数据，在临床医学专业解剖学教学中
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含有思政元素的环节，使思政元素在解剖
学教学中自然融入，润物无声，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
1 加强课程思政整体设计

在解剖学课程思政设计中（见图 1），以专业发展的起伏讲
述中国道路，以专业领域的救死扶伤坚定医者仁心，以专业英
模的先进事迹引领青春梦想，以专业前沿的学科问题激发创新
意识。在这一课程设计中，注重选取符合医学教育规律、能引起
医学生共情的理论知识和思政元素融合点，从而使学生真正关
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而深入思考价值观和道德问题，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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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临床医学专业解剖学教学中设计并开展一系列含有思政元素的环节，通过教师整体设计课程思政内容、让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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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的假设。也就是说，过度自省行为
越多，抑郁情绪就越严重，持续时间也就越长。

高职生年龄小、知识有限、阅历不足、心智不成熟，不能忽
视对他们自省方式方法的指导，以免其进入自省误区。
（1）让高职生学会正确归因，全面、客观看待自省。人无完

人，自省时只盯着自身的不足，或是放大自身的不足，难免会出
现过分追求完美、过度自责，甚至抑郁等心理问题。所以，自省
不仅仅是自我批判，还包括自我肯定。承认和接受自己非理想
主义的一面，学会正确归因是良性自省的前提。归因是个体对
自己或他人行为原因的分析，归因方式影响行为方式和动机。
教会学生建立正确而稳定的归因模式，从内因、外因两方面客
观看问题，不片面也不走极端，有助于高职生自省时，避免误入
反复有害的自我攻击式自省。

（2）帮助高职生采取正确的自省思维方式。高职生在面对
问题自省时，如果将自省的焦点过多聚集在自己“为什么”出错
上，则容易陷入一个习惯性的自我否定模式，必然带来负性情
绪，影响心理健康。教师应告诉他们，不要将自省的注意力过度
集中在“为什么”上，而要聚焦于“做什么”和“怎么做”，使学生
面对问题时有一个积极的心态，让自省不仅成为高职生自我意
识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使他们走向幸福的能
力和方法。
（3）班主任与学校心理咨询教师合作，共同开展高职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预防和解决因自省教育导致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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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授人以渔，促进医学生成长为人格健全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爱国青年[15-19]。

教学效果的好坏取决于 4 个关键要素，即教师、学生、场
地、教材。教师上课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
位，要以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发展为中心，根据临床医学专业
先修课程、相关课程间的联系，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结合线下教
材、线上资源，在教室、实验室、人体科学馆、线上课堂等场所进
行大班授课、互动小组讨论、翻转课堂等教学活动。此外，进行
从形态到功能、从宏观到微观、基础联系临床、实验理论一体化
教学，结合发生的疫情、洪灾、突发情况等需要救援时，临床一
线逆行者“白衣执甲”的爱国主义精神、救死扶伤精神，以“学党
史·铸初心”为主线，以“关键词、金句”“时政新闻”“纪录片”等
形式融入“鉴往知今、自信前行、医德兼备、医者强国”的爱国情
怀。
2 提前了解学科发展历史

在临床医学专业解剖学教学中，将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恰
当融合，培养医学生的职业神圣感，有助于激发医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学校人体科学馆在新生入学开课前的军训期间，向新
生开放，人体科学馆走廊两侧的展板展示了解剖学科的发展
史，进入科学馆之前先回顾解剖学与医学共同经历的漫长发展
过程，以及在二者发展过程中，相伴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伟大
人物和重要思想。在人体科学馆，可沉浸式体验人从出生到死
亡所经历的里程碑事件（6 个月会坐、1岁会走、6～7岁出萌牙、
青春期开始、出现脱发、脱牙等），观察人体从出生到衰老的全
过程，用潜移默化的“隐形”方式进行课程思政，让受教者不知
不觉中接受思政教育，给学生带来思想、情感的震撼、转变，增
加人文常识、提高学习兴趣、拓展思维能力，为医学生上好“入
学后的第一堂人体生命健康课”，引导其树立敬畏生命意识，真
正起到课程思政四两拨千斤的效果[20]。
3 上好解剖实验第一课

对于刚迈进医学校门的医学生而言，树立和培养医学理想
及使命感，从国情观、生命观、医疗观、医患观中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从情感和态度教学目标入手，引领医学
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在医学生进入解剖实验室上第一课
时，组织医学生集体朗诵解剖学誓词，默哀致敬“大体老师”，尊
重“大体老师”，培养医学生“感恩、敬畏、担当”的品质。开场简

单介绍国内外“大体老师”、捐献者典型案例以及他们为医学事
业作出的贡献，强调解剖观察研究和严守实验室规则的重要
性，穿插医学伦理教育，珍爱生命教育，严谨求实、救死扶伤等
医生职业道德教育。例如，被国际同行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
父”的陈中伟院士，曾经做过 3个学期的解剖学助教。陈院士曾
说：“解剖学对于外科医生，就像地图对于军事家那样重要，唯
有层层解剖，才能弄清器官相互毗邻关系，厚积才能薄发，对人
体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才是真实本领。”适时进行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引导，将“科学、求实、创新”精神培养贯穿课堂教
学始终。
4 培训人体科学馆志愿讲解员

招募人体科学馆志愿者，发掘优秀讲解员，将解剖学科发
展历史、人体解剖学科普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临床医学专业
学生在入学后第二学期，可参加人体科学馆志愿者招募活动，
为每周公共开放日的预约参观者进行人体科学馆陈列标本讲
解，让医学新生和大众了解解剖学悠久历史，了解人体解剖结
构，用解剖前辈的事迹激发医学生的使命感，同时增强志愿讲
解员的社会责任感。通过选拔的志愿者，由指导教师集中培训
陈列标本，如塑化标本、铸型标本、局部标本、系统标本、断层标
本等，不同标本展示的具体结构和使用的相关解剖学技术。讲
解词由志愿者自己编撰，比如说到胰腺时，可以联系 1965 年 9
月 17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晶体，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
白质在中国诞生。讲解评估合格后，根据参加志愿讲解的时长、
接待参观者的数量进行考核评价。在此过程中，使学生从认识
论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规律，认识到事物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只有坚持和奋进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5 积极开发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为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随时动手操作，同时解决部分疑难
解剖结构不好理解的问题，提高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动手能
力，针对难点内容选取适合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方式。近年来，
我们开发了口腔颌面部解剖、人工心脏移植术等虚拟仿真实验
项目，帮助学生对临床解剖操作、临床手术无菌操作及使用的
器械仪器形成初步认知；在实验操作中，设定以学生为中心的
探索式教学模式，提高反复操作的吸引力，并提醒学生要想顺
利通关，需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相关知识
和技能；并结合学生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练习情况，针对操作
中和回答试题时出错率较高的题目，进行重点反馈，及时进行
综合评价，真正实践翻转课堂。在翻转课堂中，除进一步巩固专
业知识外，各组学生由于性格、特长不一，组员间还需要相互配
合，取长补短，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利
用虚拟仿真平台，教师注重引导，导入典型临床案例，着重培养
学生的慎独态度、团队精神。
6 结语

与往年未明确进行解剖学课程思政教学的临床医学专业
医学生相比，通过思政元素在解剖学教学的融入，临床医学专
业学生的解剖专业知识掌握程度显著提高，潜移默化的思政教
育，使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抗压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升也更为显
著。在此基础上，参与人体科学馆志愿讲解的医学生思维训练

图 1 临床医学专业解剖学课程思政整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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