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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对培育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引领作用

谢新清　王立榕△

（济宁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职业精神培育是医学生人文教育的应有之义，百年党史铸就的宏大精神谱系、高尚人格榜样和坚
定理想信念，为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提供了丰厚滋养和深刻启悟。学党史，悟初心，护佑人民生命健康，勇于职

业担当；学党史，悟宗旨，投身人民卫生事业，坚定职业使命；学党史，悟作风，更好服务人民，做到敬业奉献；学党

史，悟精神，赓续革命传统，永做红色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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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
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深切的渴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最宏大

的愿景。然而近年来，中美博弈加剧叠加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也印证了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１］从时间节点看，当代大

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接力者，为确

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坚定信念，培育敢于担当历史重任的青年一

代。２０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喜迎百年华诞，在建党百
年伟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的奋

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

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２］百年

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史、牺牲史、奉献

史。历史是面镜子，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对当代大学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正当其时，十分必要”［３］。职业精神，是指与人们

职业活动密切联系、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反

映了一个人职业素养。职业精神包括职业道德、职

业责任、职业使命、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作风

等方面，其中，职业道德是职业精神的基石，职业使

命是职业精神的灵魂，职业态度是职业精神的关

键。医学是一种特殊职业，服务于人类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学职业从业者，其职

业精神培育尤其重要。百年党史，给我们留下了丰

厚的精神遗产、高尚的人格榜样和坚定的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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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培育医学生职业精神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１　医学生党史教育状况

１．１　医学生党史学习态度
据有关调查，上网时，医学生看到党史党建方

面的资料，选择“直接略过”和“偶尔点击查看”的

分别达到２０．０３％和７３．７７％［３］。这一数据反映了
医学生学习党史主动性较差，缺乏兴趣。笔者课间

与学生交流，常常听到学生说，如果不是考研硬性

规定，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想学，党史课如果规定为

选修课，也不会选。这反映了医学生实用主义价值

观。另外，医学生群体具有自身专业特殊性，他们

专业课程多、实践学习要求高，学习任务普遍繁重，

这在客观上也分散了他们主动学习党史的精力。

同时，医学生高中时代多数偏重理科知识，文科课

程不大重视，人文知识欠缺，这在理论层面限定了

他们对党史知识尤其是抽象理论的理解。

１．２　医学生党史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是认识主体已有观念的全部内容及

结构形式，直接影响认知者的价值判断、审美情趣、

兴趣偏好等。医学生认知结构呈现出重理轻文的

知识构成、偏感性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

医学生医学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源面广、受重视

程度深，而医学人文方面的理论知识来源面窄、不

大受重视，医学生普遍感到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学

习甚至比医学专业课程更加难学、难懂。医学生医

学人文教育除了《医学伦理学》及《大学语文》等课

程外，最主要的就是思政课程。思政课作为高校立

德树人的主阵地，目前主要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简称“思修”）和《形势与政策》（简称“形

策”）５门课程。这几门思政课程内容讲授各有侧
重，“概论”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及其主要理论成果，帮助大学生认清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原理”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纲要”主要

讲授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的历史，论证当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

然性。这几门思政课程都涉及党的历史，思政课教

师上课时普遍感到，医学生党史知识（党史事件、

党史人物等）匮乏，而没有历史知识支持，无法理

解相关时代背景及社会走向的发展趋势。“思修”

主要对医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主

义法治教育，“形策”主要讲授最新国内外形势及

党的大政方针政策，表面上看似乎与历史关系不

大，其实离开历史尤其是党史知识，也是无法讲深、

讲透，更无法讲得生动入心。从学理上讲，党史教

育是思政课教学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弥补医学生党

史知识碎片化、虚无化甚至空白化的重要举措。开

设党史教育课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医学生认

知结构。

２　医学生党史教育必要性

２．１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需要
由于大学生党史知识贫乏且碎片化，再加上青

年学生处于心理成长的逆反期、躁动期，历史虚无

主义在高校校园流毒甚广、甚深，专业性较强的医

学院校更是如此。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面

目示人，打着“研究历史”“还原历史”“重新评价”

旗号，诋毁革命领袖，丑化英雄人物，美化反面人

物，为历史倒退翻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

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

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４］百年党史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共

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共同书写的牺牲史、奋斗史、创

业史、奉献史、革新史，学习党史，能解答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的世纪之“问”。党史育人的具体内容和目标

指向就是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

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

警示人。对医学生进行党史教育，可以帮助医学生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党史观，化解历史虚无主义流

毒之害。

２．２　医学生医德教育需要
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

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

重要内容［５］。党的百年辉煌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每一位医学生可

汲取的营养剂和清醒剂。在医学生中加强党史教

育，使他们对党从情感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从党

史修养上升到医德修养。培养他们不忘医者初心、

牢记健康使命的坚定信念，不仅有利于增强他们的

医德义务、加深他们的医德情感，也有助于医德、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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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医术的锻造。同时，医学生是积极追求进步，立

志服务医疗卫生事业的青年群体，是大医的后备力

量。培养精诚的大医，除了要求他们有精湛的医

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党史教育作为医德教育的

重要资源，对医德塑造大有裨益。

２．３　高校立德树人教育需要
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然而一段时期以来，

教育的阶级属性、教育的政治功能被淡化、忽视。

“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

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

‘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

的高度重视。”［６］这一问题一经提出，在我国教育

界产生了极大震动和深刻反思。对此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答案，“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党和人民需要培育的是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７］党史教育的目的就

是传承革命理想、接力革命事业、永葆革命本色。

对医学生进行党史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党史

观，摆脱思想上因各种乱象而产生的种种困惑，知

史爱国、知史爱党，脚踏实地、勤奋进取，励志成为

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医疗战线合格人才。

３　党史教育对培育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

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

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

皮’。”［８］医学生学习党史，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营

养和力量，提升医学生职业精神新境界。

３．１　学党史，悟初心，护佑人民生命健康，勇于职
业担当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９］一百年前的中国，苦难深

重，屡受屈辱。为救国救民，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立

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夙

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共产党

人２８年牺牲奋斗换来了新中国成立，中国从此改
天换地。中国共产党百年矢志初心为国为民，带给

医学生的启悟是：无论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

还是中国各种版本的医学生誓词，都以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作为医务人员初心，都以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安全和生命安全作为医者使命。医学生未来从

医，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意义，自觉

践行并释放生命的全部激情，肩负起护佑人民生命

健康的职业担当。

３．２　学党史，悟宗旨，投身人民卫生事业，坚定职
业使命

党的宗旨是一个政党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革

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民而生，因民而兴；在社

会主义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

至上；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就

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践

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带领中国人民走在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人间正道上，创造了彪炳史

册的历史奇迹。医学生未来从医，不能仅仅将医学

职业作为谋生手段，更要将医学作为一份事业。全

民健康离不开千千万万医者的努力奋斗，这既是党

的宗旨感召，也是一名医者职业使命使然。

３．３　学党史，悟作风，更好服务人民，做到敬业奉
献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优

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三

大优良作风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工

作作风体现了工作态度，医学生要完成救死扶伤职

业目标，首先要具备精湛的医学技术，大医精诚，精

在医术。练就一身高超医术，就要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其次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医乃仁术，医学本质

上是人学。从医路上只有心中怀有人民，想人民群

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才能更好服务人民，

做到敬业奉献；再次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也是不断提升自己医学技术和工作成效的客观

要求。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自我否定，勇于自我否

定才能不断进步。医学生成长成才需要时间历练，

需要失败砥砺，更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胸怀。

３．４　学党史，悟精神，赓续革命传统，永做红色传
人

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辛劳

和汗水、吃苦和奉献，铸就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沂

蒙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航天精神、抗洪精神、

抗疫精神等精神谱系，为国人留下了宝贵精神遗

产，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

家富强取之不竭的动力之源。对医学生进行党史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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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能仅仅只学习党史知识，更要洗礼心灵，敬

畏真理，感恩先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代医学生要赓续红船精神的

初心使命，把造福国家与人民的接力棒接好；要继

承长征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要延续大庆精神，敬

业奉献才能富民强国；要学习抗疫精神，众志成城、

人民至上，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４　结语

１９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奋斗、
牺牲、奉献”的党史，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通过

党史教育可以认识到，无论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还

是医学生誓词，都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

宗旨完全契合。医学专业服务的是百姓疾病痛苦，

医学职业守护的是人类生命健康。作为未来医疗

行业的生力军，医学生唯有学好医学专业技能、提

升自身医德修养、升华医学职业精神，才能担负起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神圣职业使命，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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