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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医学院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实效性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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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作为一次重大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威胁人们生命安全健康的同时，
也为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重要的契机与生动鲜活的素材。进入后疫情时代，医学院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在开展

契机、重要阵地、关键群体层面凸显了多重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对立、市场经济冲击、网络传播风

险、职业认同危机的困境，需要借助立足中国精神的情感昭示，融合具体性与抽象性的学理统领，基于职业的爱

国行为践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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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起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在持续抗击疫
情的全民战斗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不负党和人民重

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奋力苦战，用血

肉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１］。广大医务工作者感人

精神与实践的背后，凝结着中华民族历经挫折而风

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建立

在家国情怀基础上的爱国主义。作为培养“医之

大者”的医学院校，应立足医务工作者在伟大抗疫

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构建的全新形象，深入挖

掘其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切实提升后疫情时代医

学生的家国情怀与专业自豪感。

１　后疫情时代医学院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
性

１．１　抓紧齐心战“疫”重要契机的必然要求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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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不断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２０１９年 １１
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

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

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

和自觉行动。”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

新时代的要求，是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的要求，是

促进青年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进入后疫情时代，爱国主义的作用更为突出。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青年一代的突出表现令人欣

慰、令人感动”［２］，他们的责任担当在新时代绽放

出绚丽的青春之花。在如此齐心抗疫的背景下，加

强包括医学生在内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对于

弘扬中国精神、彰显民族力量，进而实现民族复兴

伟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疫情之下，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中充斥着复

杂多样的非理性的错误言行，比如对医务工作者的

误解，对医务工作艰巨性的无视与污名化，都对其

爱国主义教育实效造成冲击，对医学事业发展与社

会和谐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齐心战“疫”

的背景下，医学院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尤为必要。

１．２　抓住医学院校主要阵地的必然要求
在抗击新冠疫情战斗中，医务工作者作为中坚

力量始终坚持在抗疫一线，他们充分发扬了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风格，凸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精

神和党的优良精神传统的时代新风尚，诠释了新时

代中特色社会主义精神优势，彰显了伟大的抗疫精

神。

医学院校是为社会输送医务人才的重要阵地。

培育医学生成长为能够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医学

专才，肩负起实现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是医

学院校责无旁贷的主要任务。医学院校必须依托

其专业教育的特殊性，将医务工作者弘扬抗疫精神

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中。

１．３　抓好青年关键群体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

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３］青年作

为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生力军和民族复兴的希望，

其价值观正确与否至关重要，甚至会直接影响国家

与民族的未来发展走向。新时代青年应当“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

的殷切期望”［４］。培育包括医学生在内的青年群

体增强中国人“三气”的重要阵地之一，就是要对

其进行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

新时代的新青年，肩上承载着民族复兴伟业的

重大责任。将爱国主义教育聚焦青年群体，才能益

于青年发展、利于国家进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

面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因此，只有牢牢抓

住包括医学生在内的青年这个关键群体不放松，才

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激发动力，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２　当前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困境

２．１　意识形态对立之困
当前，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意识形态

对立的严重挑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是基于爱

国与爱社会主义统一基础上的。医学院校学生必

须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统一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更好地用爱国主义的力量引领自己的专业所长，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然而，经

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却

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

这种对立必然会冲击医学院校对于学生的爱国主

义教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所谓的“普世

价值”等虚伪地遮蔽了爱国主义教育中社会主义

底色，抹杀了源于爱社会主义才可以激发的爱国主

义精神力量。此外，当前对立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

义与世界主义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阻力，与社会主

义中国倡导的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极

易使医学院校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关于国

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形成认知偏差。

２．２　市场经济冲击之困
当前，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市场经济

冲击的严重挑战。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国内国外两个

大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容易引起人

们的思想波动。

医学院校学生不可避免地要应对市场经济发

展的背后给当下的社会带来了消费主义与利己主

义的入侵，甚至会陷入其可能的危险中。物质财富

的富足和丰富与精神追求的弱化和淡漠成为现代

社会的常态，个体对物质会产生依赖、渴望甚至过

度追逐，如此现状必然会对医学生造成不良影响，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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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医务工作的服务奉献、理想信念等精神追求弱

化等，在其心理与行为方面构成挑战。爱国主义教

育如若缺失，则会造成医学生丧失爱国主义情怀，

无法担负其应有的职业责任。

２．３　网络传播风险之困
当前，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网络传播

风险的严重挑战。网络已成为亿万中国人的日常

工具甚至精神家园，它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和控制着

人类社会，并对爱国主义教育提出了挑战。在医学

院校爱国主义教育中，也必然要面对如下问题。一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催生了泛娱乐主义，让作

为使用者的医学生丧失思考能力，降低对爱国主义

的思考深度。二是网络因其开放性打破了信息垄

断，消解了知识权威，同时也给恶意与反动言论的

传播给医学生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网络爱国主义

教育工作者的能力与素养不足，只重形式而内容与

质量有待优化，让医学生难以接收到高质量的网络

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医学生的爱国情感与爱国行为有可能受到网

络舆情的影响，对待事物的看法易出现感性大于理

性的可能性。医学生群体由于择业观的高度一致

性，易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更容易出现群

体性行为。互联网背景下，网络舆情成为一把“双

刃剑”，网络上西方敌对势力的舆论、多元思潮的

影响、对医疗事业的曲解误解与对待医务工作者的

诋毁谩骂等都在干扰甚至误导医学生。

２．４　职业认同危机之困
当前，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职业认同

方面的严重挑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医务工作者

始终在一线奋战，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承担了巨

大的压力。当前，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方案

（第十版）》的颁布，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的总体方案，我国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面临着

将常态化防控与流行期间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新形

势。医疗卫生部门将面临着力做好诊疗关口前移

和重症患者救治工作的新任务。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医务工作者可能会出现工作压力大、精神状态

差的问题，从而致使其产生对职业认同感降低的可

能性。首先，从客观角度来说，过度的压力环境会

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从而增加医务工作者离职的机

会。其次，从主观角度来说，由于工龄短、学历高且

在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容易对工作产生消极情绪，及

至职业倦怠并萌生离职倾向。再者，从家庭角度来

说，疫情之下的医务工作者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不

但会因长时间无法陪伴家人而产生愧疚感，而且要

随时承担着自身感染并传染给家人的风险而导致

心理压力过大，以至于产生职业倦怠及抑郁倾向。

与其他高等教育对象不同，由于其特殊性，医

学生从选择自身专业时，就早已明确自己今后从事

的行业与医学相关，所以新冠疫情之下的医务工作

者所可能面对的困境，必然会成为影响医学生职业

认同的负面因素，从而产生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有

效性的挑战。

３　后疫情时代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提
升路径

３．１　学理统领——— 融合医学特殊具体性与爱国
主义普遍抽象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

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

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

献国家”［５］。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不同的

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医学是人学。中国自古以

来就有将医事与国事合一的传统。“上医国家”明

确了医者于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医学事业的发展

关系到社会发展与人民健康。医学院校更是肩负

重任，不仅要培养好医务工作者，更要为国家培育

合格可靠的建设者。医学生需要具有高水平的科

学文化素养、厚实的专业理论储备与应对医务工作

一线的实践能力。医学生需要拥有扎实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修养、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深厚的

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为医学事业奋斗终生的价值观。

新冠疫情背景下，医学院校更要把思政课立德树人

的作用发挥好，要把对医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真正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

效性。

提升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既要讲

好面向医学生的思政课，又要讲好把思政元素融入

其中的医学专业课。一方面要真正上好医学生的

思政课，真正采用医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方法，增

强爱国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在爱国主义教学的点点

滴滴中影响并感召学生，真正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要在思政课堂上融入价值诉求，特别是《思想

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深挖爱国主义的教育意义［６］。

在医学院校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贯彻落实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努力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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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努力打好医学

生对抗错误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根基。医学院校

的思政课教师必须全面认识医学领域并积极探索

爱国主义教育的切入口，如注重挖掘疫情之下医疗

系统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用他们的生动故事作为

医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素材。另一方面要真

正上好富含思政元素的医学专业课。在医学生的

专业课教学中，要不断提升医学专业教师进行课程

思政的主动意识、育人水平，实现医学专业课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实现隐形思想政治教育效

果，达成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提升。医学专业课教

师应当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修养，运用课程思政的

手段，在自身教学过程中言传身教做到爱国主义价

值观引领，以此达到更佳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３．２　情感昭示———凸显疫情之下最可爱的医务工
作者的中国精神

爱国主义是个人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是个

人依存于祖国的体现，是个人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

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

这种融入国人血液与灵魂的情感，是每个中华儿女

发自内心最朴素与自然的情怀［７］。爱国主义是所

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感认同心理。这种情感认同

作为一种最真实且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心理认知，是

中华儿女深刻领悟铸爱国主义必要性的前提，是激

发中华儿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是强

化中华儿女实现中国梦个体责任担当的载体［８］。

爱国主义教育正是实现爱国情感认同的主要手段，

作为培养新时代医务工作者主阵地的医学院校，对

于医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更是应当在情感之

维激发学生爱国情感共鸣，帮助医学生增强对“医

德双修”的价值认同理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建设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的医学专业人才。

医学院校爱国主义教育要适应新时代医学生

的心理特点，让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润物

无声”且“掷地有声”的教学氛围，又能体悟医务工

作者“杏林春雨”与“上医国家”的职业价值认同。

对医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当真正呼唤医学生对

爱国主义精神之维与情感之维的思考，真正引发医

学生对国土、国家、文化和人民的热爱，真正促动医

学生对自身职业与家国情怀之间关系的调整。在

医学院校的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应当鼓励医学生

以自身视角展开实践教学活动，如以疫情之下的医

务工作者责任担当的爱国主义主题演讲，深入医疗

系统一线的爱国主义主题活动日，记录当代医务工

作人员工作与生活的爱国主义主题短视频作品拍

摄等。医学院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做到，一方面

帮助医学生深刻认识爱国主义与中国精神的内涵，

坚持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另一方面帮助

医学生真正领悟医者职业定位的特殊重要性，明确

自身国家情怀和责任担当。

３．３　躬身必自——— 倡导身体力行以职业为基础
的爱国具体行为

爱国不只是内在精神，更应是外部行为。个体

无论思想或是感情，最终必须落实在行动上。真正

的爱国者，必然会用实践爱国。从根本上说，爱国

主义不仅要内化于心，而且要外化于行［９］。医学

生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更要理性认识爱

国主义的落实，真正做到爱国之行。在新冠疫情如

此特殊的背景下，医务工作者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

责任，医学生应该认识到：一方面依托自身专业，结

合自身情况能力，做好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做好充

分准备，在特定情况下，能够挺身而出。

２０２１年３月 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

来”，同时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

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１０］。新时代医学生的爱国

主义教育更要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壁垒，运用“大

思政课”的手段，把爱国主义教育这堂思政大课放

在医学生的社会实践中来讲［１１］。也正由于医学的

特殊性，医学院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更适合将理论与

实际，真正是医学生做到身体力行地践行爱国主

义。医学院校必须要结合学校的各种资源与新时

代医学生的突出特点，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知识中所包含的实践价值，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

提升到和理论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尤其要突出爱

国主义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１２］。如在医学院校的

附属医院设置爱国主义实践教学基地，真正给医学

生践行爱国主义理论提供机会，将爱国之情升华成

一种行为规范，将自身的专业知识与爱国主义理论

做结合，在具体的实践中，理解爱国主义的理论知

识，感知爱国主义的情感力量，领悟爱国主义的实

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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