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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为 了 加 强 医 学 教 育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建 设 棳建 立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医 学 教 育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棳教 育 部 暍卫

生 部 研 究 制 定 了 暥本 科 医 学 教 育 标 准 棴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棬试 行 棭暦暎 教 育 部 根 据 此 标 准 组 织 开 展 对 本 科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的 认 证 工 作 暎 开 展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认 证 棳

不 仅 对 进 一 步 加 强 医 学 教 育 办 学 质 量 的 宏 观 管 理 棳

促 进 医 学 专 业 教 学 改 革 棳提 高 医 学 专 业 人 才 的 培 养

质 量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棳而 且 对 医 学 院 校 的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棬以 下 简 称 思 政 课 棭的 教 学 改 革 带 来 了 契 机 和

迫 切 要 求 暎

棻暋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对思政课的新要求

棻灡棻暋课程设置要求

按 照 暥本 科 医 学 教 育 标 准 暦的 要 求 棳医 学 院 校 必

须 在 课 程 计 划 中 安 排 思 想 道 德 课 程 棳必 须 安 排 行 为

科 学 暍社 会 科 学 和 医 学 伦 理 学 课 程 棳以 适 应 医 学 科

学 的 发 展 和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需 求 暎 实 现 医 学 毕 业 生

具 备 遵 纪 守 法 棳树 立 科 学 的 世 界 观 暍人 生 观 暍价 值 观

和 社 会 主 义 荣 辱 观 棳热 爱 祖 国 棳忠 于 人 民 棳愿 为 祖 国

卫 生 事 业 的 发 展 和 人 类 身 心 健 康 奋 斗 终 生 的 思 想

道 德 目 标 棳这 就 要 求 思 政 课 必 须 实 现 从 理 论 教 学 和

实 践 教 学 两 位 一 体 到 理 论 教 学 暍自 主 学 习 与 实 践 教

学 三 位 一 体 的 转 变 棳合 理 进 行 思 政 课 教 学 内 容 和 课

程 体 系 的 优 化 整 合 椲棻灢棽椵暎

棽棸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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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灡棽暋对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暍科学定位等的新要求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认 证 带 来 的 首 先 是 教 学 理 念 的

提 升 棳那 就 是 要 树 立 暟以 学 生 为 中 心 暠的 教 育 理 念 暎

与 此 相 应 棳医 学 院 校 的 思 政 课 应 该 在 按 照 中 宣 部 的

要 求 进 行 思 政 课 建 设 的 同 时 棳合 理 进 行 教 育 理 念 暍

教 育 目 标 的 科 学 定 位 暎

棽暋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视域下医学院校思政课的定

位思考

棽灡棻暋教育理念定位

教 学 改 革 需 要 在 正 确 的 教 育 理 念 支 配 下 进 行 暎

我 校 的 思 政 课 改 革 应 坚 持 以 立 德 树 人 为 根 本 指 导

原 则 棳树 立 暟以 人 为 本 暍德 育 为 先 暍能 力 为 重 暍全 面 发

展 暠的 教 育 理 念 暎 以 教 育 思 想 和 教 育 理 念 的 更 新 推

动 思 政 课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的 深 入 开 展 暎

棽灡棽暋教育目标定位

长 期 以 来 棳我 校 秉 承 暟明 德 暍仁 爱 暍博 学 暍至 善 暠

的 校 训 棳注 重 培 养 学 生 良 好 的 人 文 素 养 和 职 业 道

德 棳致 力 于 培 养 富 有 暟医 德 高 尚 暍医 术 精 湛 暍身 心 健

康 暠应 用 型 专 门 人 才 暎 根 据 这 一 目 标 棳我 们 把 思 政

课 的 教 学 定 位 放 在 了 以 系 统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和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等 知 识 点 的 讲

授 作 为 载 体 棳引 导 学 生 学 习 知 识 的 过 程 中 注 重 方

法 暍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和 价 值 取 向 的 培 养 上 暎 努 力 培

养 具 有 爱 国 主 义 情 怀 暍崇 高 医 德 和 高 尚 人 格 暍创 新

思 维 能 力 突 出 暍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的 医 学 人 才 暎

棾暋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视域下思政课教学改革路径

选择

棾灡棻暋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

棾灡棻灡棻暋 思 政 课 的 教 学 课 程 体 系 设 置 与 调 整 暋 根 据

专 业 认 证 的 要 求 棳我 校 加 强 和 完 善 了 思 政 课 的 课 程

体 系 建 设 暎 按 照 中 宣 部 暍教 育 部 的 文 件 精 神 棳科 学

设 置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课 程 棳逐 步 实 现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主 干 课 程 和 辅 助 课 程 相 结 合 的 课 程 体 系 暎 同 时

将 人 文 素 质 课 程 纳 入 医 学 教 育 体 系 之 中 棳调 整 和 扩

展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类 课 程 棳构 建 以 医 学 伦 理 学 暍医 学

史 暍大 学 语 文 为 核 心 课 程 棳辅 以 名 著 鉴 赏 暍论 语 导

读 暍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概 论 暍医 学 社 会 学 暍卫 生 法 学 等 课

程 的 人 文 素 质 教 育 课 程 群 暎 通 过 完 善 课 程 设 置 棳形

成 结 构 合 理 暍功 能 互 补 暍相 对 稳 定 的 课 程 体 系 暎

棾灡棻灡棽暋 思 政 课 实 现 与 医 学 基 础 课 暍专 业 课 程 教 学

内 容 的 融 合 教 育 暋 长 期 以 来 棳思 政 课 之 所 以 缺 乏 实

效 性 暍针 对 性 棳就 是 思 政 课 与 专 业 课 暍基 础 课 等 课 程

的 教 学 脱 节 暎 我 校 的 思 政 课 尝 试 实 现 思 政 课 与 医

学 类 课 程 的 渗 透 与 融 合 教 育 暎 以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课 为 例 棳在 运 用 斝斅斕 等 教 学 方 法 讲 授 哲

学 原 理 的 时 候 棳通 过 相 关 案 例 的 设 计 棳教 给 学 生 面

对 一 种 疾 病 或 病 例 的 时 候 学 会 用 共 性 和 个 性 暍量 变

引 起 质 变 暍普 遍 联 系 等 原 理 分 析 问 题 棳引 导 学 生 在

临 床 实 践 中 树 立 辩 证 思 维 暎 在 讲 授 认 识 论 的 时 候

引 导 学 生 认 识 对 疾 病 的 认 识 要 经 历 从 感 性 到 理 性

的 过 程 棳要 学 会 在 纷 繁 复 杂 的 临 床 症 状 和 现 象 中 发

现 疾 病 的 本 质 暎 在 讲 授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的 这 一 章 节

内 容 时 棳讲 授 社 会 意 识 相 对 独 立 性 原 理 时 联 系 医 德

建 设 的 重 要 性 棳讲 授 暟人 的 本 质 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

总 和 暠棬马 克 思 语 棭知 识 点 时 联 系 如 何 处 理 医 患 关

系 暎 努 力 实 现 思 政 课 与 病 理 学 暍药 理 学 暍中 医 学 暍临

床 医 学 概 论 等 课 程 的 融 合 教 育 暎

棾灡棽暋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改革

为 了 提 高 思 政 课 的 吸 引 力 和 课 堂 效 果 棳我 们 改

变 传 统 的 暟灌 输 式 暠暍暟填 鸭 式 暠的 教 学 方 法 和 教 学 模

式 棳积 极 推 进 以 暟学 生 为 中 心 暠和 暟自 主 学 习 暠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教 学 模 式 的 改 革 暎 不 断 开 展 专

题 式 暍案 例 式 暍斝斅斕 教 学 棬问 题 式 教 学 棭暍讨 论 式 教

学 暍翻 转 课 堂 暍微 电 影 暍微 课 堂 等 多 元 教 学 方 法 的 研

究 与 应 用 暎 根 据 我 校 的 思 政 课 教 学 实 际 棳思 政 课 的

教 学 采 取 了 大 班 授 课 暍小 组 研 讨 棬自 主 学 习 棭的 教 学

模 式 棳在 这 一 模 式 下 棳教 师 根 据 教 学 内 容 实 际 暍所 教

的 学 生 专 业 实 际 棳结 合 教 学 计 划 的 调 整 暍理 论 教 学

学 时 的 减 少 棳多 采 用 专 题 式 和 案 例 式 教 学 方 法 暎

俗 话 说 棳教 学 有 法 棳教 无 定 法 暍贵 在 得 法 棳有 利

于 教 学 和 学 生 学 习 的 就 是 好 方 法 椲棾椵暎 每 一 种 教 学

方 法 和 教 学 模 式 都 有 优 点 和 不 足 之 处 棳我 们 在 运 用

斝斅斕 教 学 法 的 同 时 棳尝 试 结 合 其 它 教 学 法 暎 如

斝斅斕棲斆斅斕 的 双 轨 教 学 法 棳斝斅斕棲斕斅斕 教 学 法 等

进 行 混 合 式 教 学 课 程 设 计 的 尝 试 与 实 践 棳努 力 提 高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暍合 作 能 力 棳培 养 学 生 的 批 判

性 暍创 新 性 思 维 暎

棾灡棾暋思政课的评价体系改革

教 育 理 念 的 不 同 棳决 定 了 思 政 课 的 考 核 暍评 价

体 系 的 不 同 暎 我 校 以 往 的 思 政 课 考 试 缺 陷 主 要 表

现 在 椇方 式 比 较 单 一 暍题 型 不 够 灵 活 棳引 导 学 生 创 新

思 维 能 力 不 够 暎 因 此 棳我 们 改 革 目 前 的 思 政 课 考 评

体 系 棳构 建 具 有 医 学 院 校 特 点 的 暍体 现 医 学 教 育 发

展 趋 势 暍体 现 医 学 生 培 养 目 标 多 元 化 暍可 操 作 的 综

合 考 评 体 系 棳建 立 学 生 课 程 学 习 全 过 程 评 定 体 系 棳

积 极 探 索 思 想 认 知 和 实 际 表 现 相 结 合 的 考 试 考 核

方 法 棳从 知 识 积 累 暍努 力 态 度 暍行 为 实 践 等 方 面 对 学

棾棸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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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进 行 全 面 评 价 暎 积 极 探 索 开 卷 考 试 暍口 试 暍网 络

评 价 等 多 种 形 式 相 结 合 的 评 价 暍考 核 方 式 暎

棾灡棿暋积极探索网络思政的方法和手段

我 校 的 思 政 课 建 设 充 分 利 用 互 联 网 的 功 能 和

作 用 棳加 大 了 网 络 思 政 教 育 平 台 的 建 设 暎通 过 主 题

教 育 网 站 暍思 政 课 课 程 网 站 暍网 络 资 源 共 享 课 棳给 学

生 提 供 庞 大 的 充 分 的 思 政 课 优 质 课 程 资 源 暎

我 校 思 政 课 利 用 主 动 翻 转 课 堂 暍学 习 娱 乐 化 暍

个 性 化 发 展 暍形 象 性 暍立 体 化 和 网 络 化 的 教 学 手 段 棳

为 学 生 创 造 个 性 化 学 习 的 空 间 棳确 立 学 生 在 教 学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棳培 养 其 利 用 现 代 多 媒 体 网 络 资 源 进 行

自 主 学 习 的 能 力 暍信 息 素 养 及 分 析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暎 思 政 课 教 师 在 提 高 自 身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原 著

理 论 素 养 和 业 务 能 力 的 同 时 暍提 高 了 对 网 络 和 以 微

博 暍微 信 为 代 表 的 各 种 新 媒 体 的 运 用 能 力 棳做 到 网

络 和 新 媒 体 对 学 生 影 响 到 哪 里 棳思 政 课 的 教 学 和 影

响 和 干 预 跟 到 哪 里 棳有 效 实 现 两 个 舆 论 场 的 有 效 对

接 暎 积 极 开 展 慕 课 等 教 学 模 式 的 创 新 与 实 践 棳学 会

通 过 新 的 网 络 载 体 传 播 正 能 量 暍弘 扬 主 旋 律 暎

棾灡 暋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改革

我 们 把 实 践 教 学 纳 入 思 政 课 教 学 的 总 体 规 划 棳

制 定 实 践 教 学 大 纲 棳结 合 专 题 理 论 教 学 的 内 容 确 定

实 践 教 学 的 主 题 和 目 标 暎 我 们 成 功 申 报 并 承 担 了

省 高 校 工 委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暥医 学 院

校 思 政 课 运 用 主 体 教 育 开 展 暟知 行 合 一 暠的 实 践 教

学 模 式 研 究 项 目 暦的 研 究 棳设 计 了 暟一 主 多 辅 暠的 实

践 模 式 暎 思 政 课 的 实 践 教 学 不 再 是 暟课 堂 教 学 棲 社

会 实 践 暠的 简 单 叠 加 棳而 是 利 用 实 践 教 学 促 进 课 堂

教 学 的 改 革 棳克 服 课 堂 教 学 和 社 会 实 践 各 自 的 片 面

性 棳体 现 社 会 即 学 校 暍生 活 即 教 育 的 现 代 教 育 的 哲

学 理 念 椲椀椵暎 医 学 院 校 的 思 政 课 实 践 教 学 今 后 应 结

合 医 学 院 校 的 特 点 棳围 绕 医 学 生 如 何 服 务 社 区 暍临

床 实 习 生 的 医 德 教 育 和 医 患 关 系 的 现 状 等 方 面 多

做 实 践 调 查 暎

思 政 课 的 改 革 能 否 落 实 棳能 否 取 得 成 效 棳关 键

在 于 广 大 思 政 课 教 师 暎 这 需 要 我 们 思 政 课 教 师 不

断 提 高 业 务 素 质 和 理 论 素 养 棳增 强 自 身 的 文 化 自 觉

和 理 论 自 信 棳不 断 提 升 道 德 水 平 和 职 业 素 养 棳努 力

做 到 理 论 最 深 厚 暍思 想 最 活 跃 暍师 德 最 高 尚 棳真 正 把

思 政 课 教 学 作 为 一 项 事 业 而 为 之 奋 斗 终 生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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