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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全科医学概论》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张　焱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611130

摘　要：目的：探索“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全科医学概论》教学改革效果。方法：选择 2022 级临床医学专业 144 名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3 班 72 名学生作为 对照组，予以常规教学，4 班 72 名学生作为观察组，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教学中，

授课结束后，对比两组学生在课程考试成绩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培育满意度评分上的区别。结果：观察组

学生在课程考试成绩上高于对 照组 （P ＜ 0.01），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培育满意度评分上高于对照组（P

＜ 0.01）。结论：基于“课程思政 ”视域下的《全科医学概论》教 学改革可提高学生课程理论和实践知识掌握程度，加

强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念，但仍需在制度保障、师资队伍、考核机制等方面完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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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概论》是全科医学科中的重要课程，是帮

助学生深入了解全科医 学的重要途径，更需要通过此课程

培养学生“以人为中心”的医学思维。本课程 与培养学生

正确政治观念、道德意识方面同向同行，因此更需要通过课

程教学融 入思政教育。目前《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思政教

育中仍旧缺乏更优质的理论和实 践基础，所以需要开展深

入研究，形成相应的课程体系和育人方法，以此解决目 前

课程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打下良

好基础，做好精心准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2 级临床医学专业在校学生 144 名，将其作

为研究样本，划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将该专业 3班

72名学生作为对照组样本，4班72名学生作为观察组样本）。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式教学方法，以原教学大纲为

引领，遵循专业知识讲授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原则，在学

生基本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开展实践环节教学。

1.2.2观察组。①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组建“课程思政”

教研教改团队，在原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全科医

学概论》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确定新的教学大纲，设置“课

程思政”新目标。“课程思政”总目标：培养学生尊重生

命、关爱患者、团队合作、终身学习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

值观是医生职业道德的基础， 对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社

会信任度至关重要。针对教材各章节教学内容和课时目标，

结合学生实际，打磨制定出有鲜明特色、实践可操作性强的

本章节“课程思政”大纲和目标 [1]。②确定课时教学方案。

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是关键。在全科医学概论中，

可以涵盖全科医学的历史、发展、基本理论、临床技能等方

面的内容。同时，结合思政教育的要求，可以融入医学伦理、

职业道德、医患沟通等内容，引导学生思考医学与社会的

关系，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采用多种教

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例如，讲授法可以用来传授基础知

识和理论；案例分析法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角色扮演法则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表

1）。

表１ 全科医生的临床诊疗思维“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序号 教学要点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方法
与手段

1

利用古代医者孙思
邈和张仲景事迹，
激发学生对全科医
生临床诊疗思维和
职业楷模的思考

1．利用医生感人事迹，
强化学生民族自豪感、
自信心和爱国情怀培
养；2．潜移默化中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职业
目标和良好修养

举例讲授
法

2

应用具体临床案例
进行推理：正确收
集疾病证据，采取
辩证思维诊疗

学会正确认识事物，
树立科学思维方法

案例教学
法，

小组讨论
法

3
运用全科医疗思维
解决社区居民常见

的健康问题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学会正
确与病人沟通，学会

正确解决问题

实践教学
法

1.3“课程思政”教学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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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两组学生基本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重点弄清楚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主要包括对

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和实践应用能力的考核。两项考核均采用

百分制计分。

1.3.2 两组学生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满意度方面的问卷调

查比较 

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判断了解学生对核心价值观培育

的满意程度。测试内容主要包括：敬业态度、诚信情况、友

善合作等 3个方面，测试内容分尊重生命、关爱患者、团队

合作、终身学习，诚实守信、有效沟通等 6项。每个项目中

分别设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等

5 个选项。依次赋予 5 至 1 分，测试的分值越高，说明学生

对核心价值观培育赞赏和满意程度面越高，反之越低 [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获得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分

析评价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基本情况比较两组学生在性别比（男／

女）、年龄、入学成绩方面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 2）。

表 2 两组学生基本情况比较

组别 n 男／女 年龄／岁 入学成绩／分

对照组 72 24 ／ 54 21.63±1.06 523.45±3.32

观察组 72 24/ 50 21.56±1.05 526.25±3.24

X2/ t 0.03 0.897 0.065

P 0.862 0.371 0.946

表 3 两组学生课程考试成绩比较  单位：分

组别 n 理论知识成绩 实践技能成绩

对照组 72 77.04±4.38 75.06±6.41

观察组 72 81.11 ±4.59 80.07±6.5

t 4.388 5.413

p <0.01 <0.01

2.2 两组学生价值观教育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观

察组学生对价值观培 育满意度高，在尊重生命、关爱患者、

团队合作、终身学习，诚实守信、有效沟 通这 6个项目上，

满意度得分高于对照组 （P＜ 0.05），见表 4。

表 4 核心价值观满意度得分比较

项目
满意度得分

对照组 观察组

爱国敬业

尊重生命 3．89±0.83 4.62±0.66

关爱患者 3.82±0.84 4.58±0.67

团队合作 3.91±0.83 4.46±0.65

诚信友善

终身学习 3.82±0.82 4.32±0.85

诚实守信 3.79±0.83 4.51±0.78

有效沟通 3.68±0.87 4.53±0.81

3 讨论

“课程思政”理念是一种崭新的教学理念，它重点强

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将思想政治教材中的“大道

理”，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设计，更有针对性、实践性和

亲和力地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 [3]。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观察组学生课程知识掌握情况较好，对核心

价值观培育的满意度较高。原因主要在于本科阶段学生具有

较强的求知欲强，情感体验丰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

意因势利导，精心栽培。将教学中的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

结合，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接受思想政治

教育，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引导对于学

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4]。

4 结论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

在教学中全科医学概论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需要有相应的

教育体系支撑。其次在全科医学教学中，教师是学生的引导

者，也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的领路人，

教学方法上需要进行创新，教师的教学理念也需要随之转

变，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提升教学实效。再次任何课程与思政

教育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资源的挖掘与融合，才能

让学生在学习全科医学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

树立正确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悟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同向同行才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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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中需要追求的方向。课程思政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

的教学效果，是因为它能够在多个层面上对学生进行全面

教 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价值观的培养和社会责任感

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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