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专业课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思

想政治工作落在实处

明末医家裴一中在《言医·序》中说：“学不贯

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

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

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
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穷致天人之理，精思竭

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言医。”由此可见，成就一名

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更要拥有

良好的医德。医术不精危害的可能是具体的某个

病人，医德不高则祸害的是整个社会。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隐形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在专业课程中合理融入，有助于引领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１]。2020年4月，教育部等

八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强调：医学

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注重加强

医者仁心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尊重患者，学会沟

通，提升综合素养[２]。《意见》指出，高校应加快构

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更

多是承载思想熏陶和心灵净化的功能，因此教条

主义、程式化的教学方法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动机

和学习动力欠缺，甚至还会造成抵触情绪，不利于

大学生健康心理及思想的建设。将思想政治内容

自然融入专业课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则更

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从大学生学习心理角度进行教学设计，更

有利于专业课程思政的自然融入

学习心理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人们对外界刺

激产生一系列激化、支持、增进和保持的心理过

程。相同的外界刺激在人们各自的不同心理作用

下会产生差异性的反应[３]。健康的学习心理状态

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意义重大。作为一

线教学老师，关注学生学习心理尤为重要，优秀的

课堂教学设计可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及对学

习价值的认同感。
如何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需要厘清“教”与“学”是怎样一个过程，最

终能产生何种结果。首先，我们可以把教育分成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内化过程，即教师进行知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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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学生有选择地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认知；第二阶

段为外化过程，是学生通过将内化的知识重新组

合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指导生活实践；第三阶段

是反馈阶段，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将个体行为汇总

成群体行为，以此丰富社会与个人的思想[３]。其

次，由托尔曼的目的行为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

行为的发生总是有其目的性的，即整体性行为总

是具有趋向某种利益、避免某类危害及达成某种

价值引领等目的。目的行为主义理论同时指出，在

外界刺激和行为反应之间加入需求、信念价值动

机和行为空间三种中介变量，并着重强调中介变

量对行为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行为是有机体在

各种内外部刺激影响下产生的综合性活动，所有

外在行为的呈现均有其内在心理表征[３]。而思政

教育所带来的学习变化往往更多地表现于人的内

在修养与自我需求的变化，因此一线教师要学会

透过外显行为去关注大学生心理表征变化，才能

达成思想政治教育在专业课程的有效融入。
三、医学机能学实验课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的

实践

医学机能学实验课是通过对动物体征及相关

机能指标的观测，引导学生对动物个体进行整体

疾病评估，并利用所学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相应救

治的一套系统化训练实验，其过程包括对机体正

常生命特征的认知、疾病模型的复制及判断、治疗

干预体系的建立等。医学机能学实验是基础医学

实验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医科生从基础医学

向临床医学过渡的重要桥梁课程。
（一）医者仁心：将同理心、共情力在课堂实践

中逐步养成并强化

在医学院校学习与科研中，实验动物处于不

可或缺的地位，这些实验动物能够帮助众多医学

生更为有效地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最终转化为

更加卓越的临床技能和更为优秀的科研成果。但

是，大量的实验动物使用并不代表医学生和科研

人员可以轻视动物实验伦理，它同时也承载着科

学、社会等多层面的价值。本着“3R原则”减少实

验动物的使用，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实

验整合成医学机能学实验课程并在全国医学院校

普及本身就是动物伦理关爱的充分体现。
“发自内心的尊重才是伦理学的核心”，我们

的课程在各个环节充分体现了这一核心价值观。
植根于以疾病为主线的医学机能学实验，课时较

长，一般情况下即使是熟练操作人员也需4小时左

右才能完成全部流程。同时，由于每一个生命体

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当发生意料之外的数据

时，是忽略细节草草结束还是努力探究？当我们

在第一堂课上与同学们共同探讨“动物伦理”“关

爱生命”之后，同学们更能自觉意识到生命的价

值，有助于唤起同学们内心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

树立正确的生命伦理观念。2016级学生解子瑶同

学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动物实验伦理学对医学生

的未来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医生是一个需要在行

医过程中既关心患者身体疾病又关心患者心灵痛

苦的职业，而在动物实验的学习过程中，对医学

生加强动物实验伦理学教育可以加强学生尊重生

命的意识，从而促使我们能够理解、尊重病人的

人格尊严，做到真正的尊重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

地体会作为医生的使命，提升拯救生命的使命

感。”正如张迪同学所言：“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

扫天下？这句话类比到我们医学生身上也是一样

的，如果我们在学生阶段做实验的时候都无法达

成动物福利，在未来如何做一位心慈人善的医生

呢？我认为医生的职业性质十分特殊，他直面人

世间的生离死别，是患者和死神之间最后的一堵

墙，这需要医生用最仁慈的心对患者进行治愈、
帮助和安慰。”

（二）合作精神：成就一项工作，需要凝心聚

力、相互协同、攻坚克难

每一次机能学实验课的实践部分都属于一台

颇具工程性的手术，需要合作者之间相互配合。我

们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四人一组是一个合适

的配比，分别设计为手术主刀者、仪器监控者、给
药者和辅助者，并要求每位同学在不同场次担任

不同角色，在不断的自我尝试中寻找自己的最佳

位置，充分发掘个人的潜在优势。与此同时，在机

能学实验课中的团队合作精神尤为突出。当遇到

突发事件如心脏骤停时，四位合作者首先必须坚

守自己本职岗位：给药者得按监控者的指令推注

急救药，主刀同学负责心肺复苏，得保持稳定的急

救频率和幅度，助手则要快速、准确准备好各类救

急药及时递送，任一环节的错漏都会直接导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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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失败。而在本职岗位工作顺利进行过程中，恰如

其分地给予他人帮助，才能最终获得全局性胜利。
当同学们眼见着生命稍纵即逝，又被挽救回来时，

那种获得感和满足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在

这样的日常中，同学们也经历着挫败感和成就感

的往复更替，感受着彼此间相互包容、相互信任、
相互依赖、相互发掘对方闪光点及自我潜能的开

发与重新认知，最终获得心理的成长。
合作能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实验课程中，更

外延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设计了“我的课程我

做主”的自由发挥型作业，同学们根据自身兴趣自

由组合。同学们集思广益，精诚合作，制作了诸如

伦理大家谈、学习思维导图推文、手术和软件分析

教学小视频、教学小游戏、课程歌曲等多种形式的

作品，在对课程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与展现的同时，

更发掘了团队作战共创美好未来的能力。就像陈

泰格等四位同学共同改编了歌曲《有何不可》：“如

此独特的课，知行合一是它主要特色。为你写一首

歌，当一本纪念册，它主要回顾了机能学这门课。
内容总有取舍，剩下的都是难忘的片刻，求索真知

的路有点坎坷，这一切都值得！”
（三）革命主义、英雄主义情怀需要强大的能

力作为支撑：艰苦条件下的能力培养

实验操作中难免会遇到艰难困阻，譬如实验

材料不够匹配，动脉插管过于光滑，结扎不紧会

脱管、过紧则可能导致插管闭合等，这时有些同

学会产生畏难情绪。针对这一现象，我们会提到

特殊情况下高超医疗技能所创造的奇迹。例如第

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大坪医院于2005年9

月29日完成的那例惊心动魄的爆炸伤后右大腿遗

留完整电雷管取出术[４]。由于完整电雷管在4伏电

压下即可引爆，为了挽救那名53岁农民工的生命，

全体医护人员穿上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研制的扫

雷防护装具，在无电子设备的手术室进行救治，完

全靠医护人员的经验和能力进行。这是一次德艺

双馨的完美展现，每次讲完这个故事，都能感受到

同学们的澎湃热情，这是每一个从医者的初心。
在教学设计中，老师们有时会故意设置一点

小障碍，启发同学自行设计一些小工具或者药物

不足的替代性药物选择等，用以解决实验操作、救
治中面临的问题。这更有利于提升同学们在遭遇

突发事件，譬如地震、偏远地区急救等突发情况下

医疗资源来不及跟上时的快速应变能力。
（四）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老师的言行会直接

影响学生

行动比呐喊更重要，与其不停地说，不如以身

作则，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过程。我们谈敬畏生命，学生实验拖得过

长，老师们也不焦躁，即使已经完成了实验，有时

同学们还会提出一些思考，老师们会建议进行尸

解，继续探究。也许有些工作最终不一定能立刻得

出结论，但是正是这样的过程才是真正的科研精

神的体现。
作为老师我们也不断地反思，当今社会那些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正是我们现今有些不正

确的考评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吗？趋利避害是生物

生存的本能，只能因势利导。从这一角度，我们在

考评给分上也做了一些思政融入。
1.四人小组的设立曾经是个老大难问题。每

学期开课时，总有同学会询问是自由组合还是老

师指定。而在我们随后设计出的每位同学必须完

成各种角色任务后，这一矛盾更为剧烈：有的同学

会拒绝某些角色譬如主刀，甚至提出自己的人生

规划是内科医生，不需要进行这类训练；也有的同

学从集体利益出发，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导致实

验失败，影响团队利益。这些担忧既合乎人情，也

符合常理。在老师们的反复思考及尝试后，发现同

学们之所以有如此剧烈的反应，完全是因为考评

制度的设置，使得他们不敢挑战没有把握的事物。
因此，当我们给出一系评判细则，指出不会因单纯

的实验操作失败而影响成绩时，同学们表现出更

愿意主动尝试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积极发掘自

己的潜能。
2.独特的互评方式。2015年，我校教务处开始

自建“教学立方”平台时，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非常

好的相互学习机会———同学间的互评方式。当我

们提出有个互评环节时，立刻有同学提出“恶意评

分怎么处理”。我们不能武断地批评这样的同学就

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敢于发难正说

明了他们不那么利己，同时也显示出这一代年轻

人在“唯分数论”下的无奈。当老师们告知，互评环

节给分，评判的其实是给分者本人：给他人评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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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自己对事物评判能力的一种表现———能否区

分出优秀与一般；同时也是一场人性的自我内省

过程———能否在所谓“利益冲突”面前做到公平、
公正。而事实上，我们设计的同学间互评，主要是

希望同学们在阅读他人报告的过程中，充分了解

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在不断地对他人进行评价及

查看他人对自己评价的过程中，逐步学习并完善

自我，学会自我审视、自我检讨。同学们给他人打

出的分数与老师评判接近者，才能获得评阅能力

的高分。当然，这样的操作无疑大大增加了老师的

工作量，但是这也让同学们直接感受到诲人不倦

的真实内涵，更有利于同学们未来处理事务的能

力培养。老师们的这一评判给分精细化操作，不仅

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也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支

持：同学们在每个给分细节主动给出详细评判注

释。而这样的师生互动模式，也更积极地推动着课

程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托尔曼的潜伏学习理论认为，强化虽然有助

于学习，但并非学习的必要条件，学习也可以在没

有强化的条件下进行，只不过其结果是“潜伏”着
的。然而一旦受到强化，这种结果就是可以明显地

表现出来的。2019年底波及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

使我们强烈感受到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内容作为潜

伏学习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平时的润物细无声，在

关键时刻更彰显教育成效。当我们一次次通过朋

友圈、微信群向奔赴抗疫一线的英雄们问平安、道
珍重时，我们不禁深刻感受到“于无声处听惊雷，

于无色处见繁花”，同时也更深刻地意识到作为老

师的使命和担当。教育是一个长期并不断提升的

过程，及时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得失成败，才能真正

有助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５]。我们总结了20余

年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思政融入的所思所想，希

望能与业界同行们共同探讨，为我国医学教育事

业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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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Basic Medical Experiment

XU Li-zhi, LI Dong-mei, DING Jie, XIA Tian-jiao, SHEN Su-nan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n imperceptib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method, helps to lead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and values. Based on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Basic Medical Experiment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ial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er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due to their own learning psycholog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earning psych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behavioral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latent learning. Through the design of some small details in

the course, we have integrat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avoid the learning resistance resulting from the too empty dogmatic teaching, but also help

students grasp the es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ir self-learning.

Key words: Basic Medical Experiment cours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arning

psychology;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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