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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2”模式的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操作、执业素养等全方位的培训，为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输送大量合格的医疗人才。思政教育利用课堂作为传播和实践的重要平台，通过课程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创

新，可以有效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因此，在“3+2”助理全科医师传染病学带教过程中，探讨如

何融入思政元素以及在传染病教学中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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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显

著增加，使得传染病学逐渐成为一门主流学科。《传染病

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各种传染病，包括细菌性、病毒性、

寄生虫性和真菌性感染。这些疾病不仅对个体健康构成威

胁，还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根据 2020 年教育部颁布

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高校需深入挖

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教学的育人作用，全面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临床培训基

地，我院已连续多年接收“3+2”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学员。本文接下来将探讨思政教育对于助理全科医师

的重要性，以及在传染病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效果研究。 

1 传染病学课程中思政教育对于 3+2”助理全科医师的重

要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提升

至国家战略层面。鉴于传染病的特殊性质，其预防和控制

始终是我国健康战略的关键所在。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

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和人类行为方式的变迁，新发和突发

传染病不断涌现，这要求传染病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学在

新时期必须达到更高的教学标准 [2]。我院培养的“3+2”

助理全科医师，旨在为基层社会输送医疗人才，他们将成

为传染病防控的前线守卫者。因此，当前的传染病学教学

必须结合我国最新的传染病法律法规、科研成果以及国内

外重大传染病问题，以丰富课程内容。在《传染病学》的

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课堂作为知识传播和实践操作的重

要平台，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融合特性，加强医德医风教

育，以此提升助理全科医师处理常见传染病的能力以及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能力。 

2 传染病学教学中的思政教育目标 

2.1 夯实基础理论知识 

课程思政的核心目的在于深化学生对传染病学基础

理论的认识，确保他们能够精通各类传染病的病原学原理、

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技术以及防治策略。通过

对这些知识的深入学习，学生能够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

为后续的实践操作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培养社会责任感 

课程思政致力于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阐述传

染病对社会及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引导学生理解作为传染

病学专业人员所承担的职责。教育引导学生在遭遇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时，能够主动投身于疫情防控工作，为维护民

众健康贡献己力。 

2.3 全方面能力提升 

课程思政亦着重于培育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与沟通

技巧。在传染病的防控过程中，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紧

密合作。通过团队合作的案例分析和实践活动，学生能够

学会如何与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有效沟通，共同应对复杂

的公共卫生问题。 

2.4 培养创新和科研意识 

课程思政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鼓

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不断

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和学术交流，学

生能够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技术手段，为未来的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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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染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 

3.1 传染病学课程的“总论”部分 

主要涵盖了传染病在人体内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及

其基本特性，以及诊断和治疗传染病的基本原则。这一总

论部分为理解传染病的复杂性奠定了基础框架，并为临床

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必需的知识与技

能，以应对传染病不断演变的威胁。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

可以结合我国医学发展史，介绍我国在传染病领域的经典

论述。例如，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在中国爆

发，政府迅速采取了建立隔离区、加强疫情监测和信息报

告、实施旅行限制等措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有效控制

了 SARS 疫情；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全球大流行时，中

国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强化疫情监测和防控，并积极推进

疫苗研发与接种，成功减缓了疫情扩散；2019 年末，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武汉市爆发。

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对疫情严重

区域实施封锁、推行居家隔离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宣传教

育等。同时，科研工作者迅速投入到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

发工作中。中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扩散，并

为全球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事件不

仅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信、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还激发

了他们为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贡献力量的热情。此外，传染

病流行病学与国家安全、生物安全紧密相关。我国在防疫

技术、产品、防控手段等方面开发出多项高效策略，在全

球传染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通过叙述前辈们在职

业生涯中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

学生们得以近距离地了解和接触抗疫领域的专家与英雄

人物。这些榜样的力量能够以身作则，为学生将来投身传

染病防控事业树立楷模，坚定他们的职业信念。最后，着

重强调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在传染病面

前，每个人都是预防控制的关键参与者。引导全科医师助

理深刻理解其作为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在公共卫生事

件中应如何恪守法律法规，并积极投身于防控工作之中。

通过叙述医护人员、科研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在抗击疾病过

程中的动人故事，激发学生们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 

3.2 在《传染病学》教学中涉及到具体的病种 

比如霍乱、鼠疫、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肺结

核、病毒性肝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狂犬病、艾滋病、伤

寒、细菌性痢疾、疟疾、麻疹水痘、手足口等，可以按照

以切断病原体传播途径为主导的预防措施进行思政元素

的融入[4]。对于以呼吸道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传染性疾病，

如 2003 年肆虐的非典型性肺炎、2013 年出现的 H7N9 型

禽流感以及 2019 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它们均在

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疫情的广泛传播和急剧爆发。面对每

一次疫情的挑战，李兰娟院士均义无反顾地赶赴抗击疫情

的最前沿。特别是在武汉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她首个提出

实施封城策略，主张采取“严禁出入”的防控措施，并建

议将冠状病毒感染按照乙类传染病进行甲类管理，这些举

措对于初步遏制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经消化

道传播的传染性疾病，诸如霍乱、伤寒等，霍乱作为曾严

重破坏人类社会的瘟疫之一，自其首次被发现以来，已经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七轮大规模流行。我国对霍乱这一甲

类传染病终保持高度警觉，通过持续的疫情监测、风险评

估和早期预警机制的完善，不断深化对病原学及其传播特

性的科学研究，并采取精准的防治措施，使得霍乱的传播

被有效地控制。对于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传染病，比如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肝炎曾是一种令众多患者及其家

庭深陷绝望之境的疾病。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许多

患者不得不忍受着疾病的折磨，面对着生命的威胁。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在肝炎治疗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科学家们不懈努力，研究出了一系列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

法，使得肝炎从一种无药可治的疾病，逐渐转变为一种可

以被有效控制甚至治愈的疾病。这个过程不仅体现了我国

医学研究的飞速进步，也展示了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巨

大投入和成就。通过讲述这一发展过程，让学生感受到科

技进步带来的希望，更能深刻理解到国家在保障人民健康

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不仅是医学领域的胜利，更是

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3.3 “3+2”助理全科医师培养目标旨在使其在完成学业

后 

能够胜任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疗服务工作。与专科

医师相比，全科医师需掌握广泛而全面的医学知识，以应

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部分复杂疾病的初步诊断和治

疗。此外，需重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培养，强调医德医

风教育，确保助全科理医师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以患者为

中心，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指导“3+2”助理全科

医师的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精心设计教学方

案显得尤为关键。若对思政内涵的把握不够精准或案例分

析不够透彻，可能会使得思政教学显得牵强附会，进而激

发学生的抵触情绪，难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因此，必

须及时调整教学大纲和目标，明确教学培养目标，确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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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染病学》思政教学内容及设计——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为例 

序号  
教学内
容 

思政目标 教学方式及内容导入 

1   新
冠的概
述 

家国情怀，融入
抗疫精神 

课前导入抗击疫情的新闻报道和宣传视频，在重大传染病面前，“召必战，战必胜”，全国上下一条心，
共度难关。中国人民为全球抗疫提供了中国方案。 

2   新
冠的病
原学 

培养科学严谨、
开拓创新的精神 

师生、生生互动讨论，自 2019 年末武汉市爆发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中国科学家从患者样本中分离出一
种新型冠状病毒，并向全世界共享了基因组序列信息，为全球疫情防控和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3  新冠
的流行
病学 

培养通力协作、
追求真理的精神 

师生、生生互动讨论，我国迅速建立了全国性的疫情监测和报告系统，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重点人
群追踪，流行病学调查，采取科学防控策略和数据共享，法律法规支持。 

4  新冠
的病理
特点 

探索未知的精神 分组讨论与展示，加深对病理特点的理解记忆，通过病理特点深入理解临床特点。 

5  新冠
的临床
表现 

培养同理心、人
文关怀、医德医

风教育 

师生医患角色扮演，强化学生对医学知识点的理解，提升医患沟通技巧，并培养学生关爱患者的责任
感。 

6  新冠
的实验
室检查 

 

树立唯物辩证法
思想，加强思辨

能力 

讨论学习，随着对新型冠状病毒特性的深入研究，实验室检测方法和检测时间的精细化，进一步降
低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漏诊和误诊率。 

7  新冠
的诊断 
与鉴别
诊断 

树立团队协作精
神，医生的社会

责任感。 
典型临床病例问答、病例回顾、翻转课堂、师生、生生讨论互动。新冠的尽早诊断为治疗赢得时间。 

8  新
冠的治
疗 

激发爱国热情与
民族自豪感 

归纳总结，我国新冠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新冠患者成功救治事例，引发学生讨论如为何我国新冠疫情
控制良好，而其他国家疫情肆意蔓延的原因。 

9  新冠
的预防 

树立科学的传染
病防治观，大爱
无疆的精神 

引入我国不断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为疫情防控提供法律基础和政策支持。讲述自疫情爆发以
来，我国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包括封锁措施、大规模核酸检测、健康码追踪、建立方舱医院、
疫苗接种等综合措施。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扩散，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政教育的方向，并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下表总结

了在系统学习传染病的发病过程、诊断及治疗等环节中，

如何潜移默化地融入思政元素[5]，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为

例，详见表 1。 

最后，本项研究通过微信小程序问卷调查方式，收集

了近四年来在我院接受规范化培训的“3+2”助理全科医

师对于《传染病学》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评估，共

计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问卷从《传染病学》思政教学是

否重要、思政教学可否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兴趣、是否

加深了对传染病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是否增强了对传染病

法律法规的认识、是否消除了对传染病的恐惧感、是否加

深了对人文关怀的理解、是否提高了重大卫生事件的应急

处理能力、是否加强了传染病的防控意识、是否提升了医

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执业的认同感等方面进行调查[5]，获

得了 92% 以上的学生认可，结果见表 2。 

表 2  《传染病学》教学中思政教育调查问卷（%） 

项  目 是 否 

《传染病学》课程思中政教学是否重要 97 3 

是否活跃课堂气氛和增加学习兴趣 95 5 

是否加深了对传染病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95 5 

是否增强了对传染病法律法规的认识 97 3 

是否消除了对传染病的恐惧感 98 2 

是否加深了对人文关怀的理解 98 2 

是否提高了重大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92 8 

是否提升了医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执业的认同感 94 6 

人类与传染病之间的斗争是持续且不懈的，新冠疫情

的爆发再次凸显了医学教育工作者在培养具备专业技能

与技术的传染病学高级专业人才方面的重大责任，同时也

强调了塑造具备高度责任感和勇于承担的医学人才的重

要性。对于即将投身基层医疗工作的助理全科医师学生而

言，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尤为关键，应将疾病相关的思政元

国际临床医学7卷7期

84



 

素科学地融入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诊疗方法或预防措

施等教学内容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实现育人

与育心的双重目标，巩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思政

教育，我们旨在为我国的传染病防治事业培养出具备传染

病学专业基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医

务工作者，从而提升我国应对新发和突发传染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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