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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育人育才目标的有效

路径。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是中西医临床专业的主干课程,旨在培养高素质中西医临床人才,对落实高等

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院校应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教师应丰富课程内

容,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并将临床见习有机融入课程思政,通过课外活动助力课程思政,将中西医结合

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增强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协同育人功能,为实现高校教育全程育人,为
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复合型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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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之始,德育为先。 课程思政是我国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贯穿于高校教学的

各个环节和领域的一种教育理念,是以课程为载

体,充分发掘各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强调实

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协调,使学生的综合能

力得到全面发展[1-2] 。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3] ,要求高校所有课程

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互相渗透,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承担起育人育才的教学目标。 本文

将从课程思政的角度出发,介绍“中西医结合内科

学”的课程特点、“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对医学生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以及“中西医结合内

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探索和部分实践经验,
力争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引领,从而贯彻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课程特点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是中西医临床专业的一

门临床必修课程,课程内容涉及呼吸、循环、消化、
泌尿、血液、内分泌、代谢和营养、神经系统及风湿

性疾病的常见病、多发病,知识量多、覆盖面广。 课

程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1)中医和西医相

融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课程内容不仅涉及中

医学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以及辨证论治,还涉

及相关西医内科病的诊断及治疗,要求将中、西医

的“病证结合,优势互补”融入教学之中,培养学生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临床思维能力。 2)理论和实

践相融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是一门临床学科,
课程内容与临床实践结合紧密,要求学生在掌握理

论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临床实践操作技能,能够独立

完成常见内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3)多学科广泛

交叉渗透。 该课程内容不仅涉及中医学、基础医学

知识,还涉及临床医学、药学及预防医学等方面的

知识,涉及学科领域众多,且相互交叉渗透[4] 。 在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

的是“单向输入”,侧重对专业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分

析讲解,以知识传递为主要目标,教学案例缺乏思

政元素,在引导学生领悟知识点背后的思政内涵方

面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育人”环节被淡化[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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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医学生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后备力

量,也是今后健康中国建设的主力军,要肩负“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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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伤”重大职业使命。 因此,在培养教育医学生的

过程中,不仅要传授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关注医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质[6] 。 陈宝生在 2018 年 6 月 21 日

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推动每一位专业课老师制定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是中西医临床专

业的主干课程,旨在培养高素质中西医临床人才,
对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 教师在“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教学中要

积极转变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在课堂上挖掘教材

的思政元素,在课程的众多知识点融合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通过显隐性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

有利于学生掌握扎实的中西医临床专业课程知

识,另一方面,学生爱国、爱党、无私奉献、服务人

民的品德修养得以彰显和加强,实现专业知识学

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效果,以达到润物无声

的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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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

探索

3. 1　 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承载着

传授医学专业知识技能、启迪医德思想、传播生命

科学真理的神圣使命,是推进课程思政的主力军,
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5] 。 因此,院校可以

定期组织教师们积极参加校外及校内组织的思政

教育工作会议、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等专题培训会;
定期举办教学沙龙,搭建交流平台,让教师们结合

教学实践分享经验和体会,了解专业教师在课程思

政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困惑。 同时,明确教

师德育职责,要求教师在进行传授专业知识的同

时,了解自身还应该承担的德育工作,关注社会事

件,从医学专业视角解读背后真相,深入挖掘所授

课程蕴含的爱国情怀、人文精神、社会责任等德育

要素[7] ,将德育知识与“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课程专

业知识相结合,增强专业课程教师对学生的思政

影响。
3. 2　 丰富课程内容,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 　 课

程思政不是要求教师每一节课都要有思政的设计,
也不是额外增加学时学分,而是要求教师做到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同向同行,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

互促进,注重课程育人效果。 通过对“中西医结合

内科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梳理,深入挖掘和开拓与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课程教学内容有紧密联系的

思政要素,探索固定学时下的多种教学设计[8] ,以
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全国

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十版)“中西医结合内

科学”为例,各章节内容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如

表 1 所示。
表 1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各章节内容

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

篇章 课程思政内容　 　
绪论 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勇于探索精神、专业认同

上篇　 疾病诊疗篇

　 　 第一章　 呼吸系统疾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肺炎、职业道德教

育、家国情怀教育

　 　 第二章　 循环系统疾病 健康中国战略、职业道德教育

　 　 第三章　 消化系统疾病 肿瘤与医学人文情怀、法治伦理

　 　 第四篇　 泌尿系统疾病 肾移植与救死扶伤精神、法治伦理教育

　 　 第五章　 血液系统疾病 医学人文情怀、团队合作精神

　 　 第六章　 内分泌系统疾病 医学人文情怀、健康中国战略

　 　 第七章　 代谢疾病和营养疾病 爱岗敬业精神、科学探索精神

　 　 第八章　 风湿性疾病 中医药自信、医学人文情怀

　 　 第九章　 神经系统疾病 医学人文情怀、严瑾治学、科学探索精神

下篇　 病证诊疗篇 中医传统文化、历代名医的贡献、中医药自信

3. 3　 临床见习有机融入课程思政 　 “中西医结合

内科学”总学时 144 学时,其中临床见习 36 学时,
占比较重,因此临床见习融入思政教育不容忽视。
临床见习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临床操作技能以及临

床诊疗思维,是医学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纽带与桥梁,也是树立医学生正确职业观,培养医

学精神的关键时期,在临床见习中做到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的协同至关重要[9] 。 临床见习期间,
带教老师既要传授学生临床技能,也要融入思政

内容,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发挥良好的榜样作用。
临床见习与课堂教学的不同之处是在临床见习过

程中医学生可以直接接触到患者,对于书本中所

介绍的疾病有更直观的感受,可加深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增强临床问诊、体格检查等医学技能。 同

时,在临床见习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的过程中,动
作要轻柔,让学生切身体会到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培养其高尚医德,促使其树立良好职业信心,并增

强医德情感[10] 。
3. 4　 课外活动助力课程思政 　 根据“中西医结合

内科学”课程的特点,可以通过开展课外活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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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课程思政。 针对周边社区,任课教师带领学

生一起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推出便民医疗健康服务

以及推广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关爱自己与他人健

康为主题的“健康社区行”等一系列社区义诊活动,
为社区老年人传授高血压病、糖尿病、老年性痴呆、
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疾病的预防和自我保健知识。
老师们把思政教育搬到课外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影

响学生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

和奉献精神,体现了课外活动的显性引导和隐性塑

造作用的有机结合[11] 。
4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

案例

4. 1　 案例 1:以“绪论”开篇,学习榜样精神,增强专

业认同感　 “绪论” 是全课程的第一节课,在学生

尚未学习“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专业知识的情况

下,以绪论开篇来引导学生对中西医结合的源流、
进展、前景、以及中、西医学的差异和中西医结合

内科学的学习方法进行宏观的了解[1] 。 以我国中

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史开始,介绍我国中西医结

合的萌芽,16 世纪中叶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与中国

传统中医药开始相互接触、相互影响[12] 。 17 世纪

中叶面对中西医并存的局面,中国一些思想家和

中医学家开始思考并对中西医进行比较,于是产

生了“中西医汇通”思想[13] ,介绍我国著名的中西

汇通四大家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恽铁樵的事

迹,引导学生向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的榜样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西医结合概念的产生到学

科的形成得到了空前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

同志明确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

识结合起来,创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14] 。
六十多年来,在国家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与扶持下,
无论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研究还是临床实践都取

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许多疾病的临床疗效得到了

显著的提高,帮助学生建立对中西医结合专业的认

同与信心。
4. 2　 案例 2:以讲授“肺炎”为例,培养家国情怀、救
死扶伤的精神,加强中医药自信　 讲授呼吸系统疾

病肺炎时,结合讲授钟南山、陈薇等在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时的事迹,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

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爱岗敬业、救死扶伤的奉献

精神。 中医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15] ,中西医结合与单纯使用西药相

比,能提高治愈率、减少病死率,可有效减少轻型和

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发展。 在课堂教学

及临床见习带教中,应引导学生运用中医的整体观

念和辨证论治思维开展临床实践,以充分发挥中医

药简、便、廉、验的特色,增强对中医药理论与疗效

的信心。
4. 3　 案例 3:以讲授“帕金森病”为例,培养严谨治

学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

中老年人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临床特点以静止性震

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步态异常为主要特

征[16] 。 在课程开始的时候,首先通过观看从年轻到

老年的步态改变、从正常老年人的步履蹒跚到帕金

森病的异常姿势步态的视频,引出“帕金森病(震颤

麻痹)”的学习,并提出“为什么帕金森病又叫震颤

麻痹”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带着疑问进入学习。
对帕金森病的研究史进行整体回顾,通过对帕金森

病研究史的纵向贯穿和结尾的串联,感性认知医学

科学的发展,培养和鼓励医学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和

不断探索的精神。 在该病临床表现方面,采用视频

病例展示来推导课堂进程,引导学生将理论与临床

相联系,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 在帕金森病的治疗

方面,运用多巴胺合成和代谢途径模式图,提问学

生根据模式图可以从哪些环节着手进行治疗,引导

学生主动思索治疗策略,帮助学生开拓科研思路。
最后引入帕金森病的误诊病历,引导学生严谨治

学,提高医术水平,坚定学生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奋

斗终身的志向。
5　 小　 　 结

　 　 以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教学工作的中心,落实

“三全育人”各项要求,全面深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亟待解决和研究的热点问

题[17] 。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作为专业核心课程之

一,主要培养学生运用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方法解

决内科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的重要支撑课程。 “中西医结

合内科学”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素材,通过课程

思政案例教学能够较好地将中西医结合专业知识

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增强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课

程协同育人功能,为实现高校教育全程育人,为培

养有理想、有担当的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复合型人

才打下基础。 (下转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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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多方合力,落实治未病措施 　 由于儿童青少

年自控能力弱,且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保持

健康体质量不仅是其个人需要注意的问题,更需要

依靠家庭、学校、政府及社会的多方合力,齐抓共

管,落实治未病措施。 家长作为孩子的抚养者及看

护人,要协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培养运动

兴趣,定期检测孩子的体质量及生长发育情况等。
学校是孩子的学习、成长乐园,要加强饮食营养和

健康知识的常规教育,改善学校餐饮供给,确保学

生在校身体锻炼时间等。 政府及医疗卫生机构应

当为防控儿童青少年肥胖做好引领与服务工作。
多方联动、多措并举,将治未病思想运用到儿童青

少年肥胖的防治中,完善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制

度,从而达到有效防控肥胖的目的。
4　 小　 　 结

　 　 肥胖不仅会危害儿童、青少年的正常身体发

育,也会对其心理、智力等造成不利影响,还将增加

成年后高血压病、脂肪肝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
中医治未病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其
倡导的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学理念及丰富的养生保

健方法,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防治具有极大的启

示。 将“治未病”思想贯彻于整个肥胖的防治过程,
及早综合干预,加强综合防治,可有效降低儿童、青
少年肥胖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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