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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生是未来医生群体的发展来源，是国家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后备力量，对于这一群体理想信念教育

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前进方向，理想信念构建助力医学生成长成才。本文意在从学生

视角出发，结合教师访谈结果，讨论医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探析党史学习

教育对于坚定医学生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探索性地提出合适的路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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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ource of future doctors and the reserve force for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the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guide the direction of progr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helps medical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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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grow and become talent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
lems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Party history,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strengthening medical students’ ideal and belief from the students’ pers-
pective, taking into account some teachers’ interviews, and to explore appropriate practic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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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史不外乎是一本最精彩、最有象征性的思想政治教科书，

是大学生理论学习的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了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的重要性，2021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激发信

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1]。培养医学生树立崇高理想信念是高校的核心任务之一，医学生是国

家完成健康中国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

略的重要人才支撑。党史中蕴含的崇高理性信念与新时期医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具有强烈的内生关系，医

学院校需要充分发掘党史中值得学习的宝贵资源，在教育中引导医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党的光辉历程，

激发医学生个人爱国情怀，培养其在学思践悟中坚定建设人民健康福祉的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

助力国家健康事业发展的初心使命。 

2. 党史学习教育在坚定医学生理想信念中的重要作用 

2.1. 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话是对医生的真实写照。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的技术

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医生的人文素养。医学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灵魂[2]。
不重视人文素养，会对技术顶礼膜拜，眼中无人；缺乏人文素养，会看不见患者，造成医患关系紧张。

所以提升医生的人文素养刻不容缓，而党史学习教育正好有助于人文素养的提高。 
人文素养在狭义上是指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医学生在接受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其人

文素养将在潜移默化中收到影响，学党史，知党史，了解党的艰难历程，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为什么

“以人民为中心”。正如医学生誓言所述，医生的使命是除人类之病痛，爱心、勇敢、奉献是医生人文

素养的体现。学党史，会更有爱心，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因而在面对病患时更具同

理心，理解病人的痛苦，尽最大的努力医治病人；学党史，会更加勇敢，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时刻提醒

着医学生，无论是面对危急的抢救还是在面对新冠疫情这类的传染性疾病时，要坚定站在第一线的决心；

学党史，会更懂奉献，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基层岗位默默奉献，守卫人民的健康。 

2.2. 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增强医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史学习教育让医学生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入，更清楚地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带领人民开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5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冯圆 等 
 

 

DOI: 10.12677/ae.2023.133150 946 教育进展 
 

辟出来的，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得出来的，更坚定地相信除此之外，没有更适合中国的制度。“充

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3]。学党史，能

够增强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于医学生来说，拥有责任和担当更能促进努力学习，精进技

术，满怀斗志地投身中国医疗事业，在未来实现世界先进的中国特色医疗体系服务，更好地造福于民。 

2.3. 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坚定医学生的职业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包含大量可对医学生进行三观教育的

内容。作为医学生，良好的党史学习教育能够助其认识党的奋斗历程，熟悉党的宝贵经验，掌握党的建

设规律，从而弥补传统医学模式下医学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思维和学习思

路，进一步激发责任感、义务感与奉献精神。同时有助于医学生用历史思维、历史视野看问题，明白历

史责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自己，坚定为中华民族贡献青春力量的理想信念，逐渐成长为勇

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医学生党史学习及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 

3.1. 认知状况普遍较好，但也存在一定的短板 

在调查中，我们对杭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部分老师进行了访谈，他们肯定了医学生的党史学

习态度，并表示有兴趣、基础好、自我要求高的这三类同学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更高。老师同时指出了作

为医学生，一部分同学的党史知识储备是不足的，并且个人理想信念也不明确。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对于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认识，肯定其有帮助的同学占 60.0%，持模糊

态度认为可能有帮助占 36.87%。在探讨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积极性的这一话题时，59.04%的同学表示自己

的积极性一般，只有大约三成的同学积极性很高。大多数学生自身对党史学习教育不重视，甚至存在排

斥心理，觉得学习比较枯燥、学习方式没有创新，没有意思的也不在少数，导致其参与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党史等方面知识难以真正渗透到学生群体。 

3.2. 普遍认同崇高理想信念，部分出现困惑 

调查中，80%的同学认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且

认为自己有明确的理想信念。大多数同学肯定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但也有近三成的同学不能肯定或不

能理解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在对学生的访谈中，大部分同学能够简单发表自己对理想信念的具体看法，

但个别同学还有完全说不出的情况，有意回避此类问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同学承认自己存

在一定的理想信念，但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实际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四个方面认同度的排名调查中，制度认同排在第一，后依次为文化认同、理论认同、道路认

同。同时，也有 30.33%的学生持“不确定”的选择，这表明部分学生对崇高理想信念的情感认同还处于

困惑或不清晰的状态。 

3.3. 追求理想信念，但热情不高 

调查发现，医学生在理想信念追求上较为理性，大部分同学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认为个人理想应

同祖国社会发展相一致，也有部分同学虽然认可崇高理想信念的个人价值，但追求崇高理想信念的积极

性不高、热情度不够，表现出看重现实、侧重“小我”的一面。在我们针对“理想信念会在具体实践中

充当起核心动力的作用”的观点提出“您认为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致力于服务社会国家、专注自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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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三种说法哪种更贴合您前进的动力？”这一问题时，38%的同学选择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32.52%
的同学选择致力于服务社会国家，29.478%的同学选择专注自身发展。 

4. 医学生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困境 

就学生而言，一方面，对理想信念真理性认知出现困惑或偏差。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加速变化，部

分学生的理想信念存在着功利化倾向。在理想信念认知方面，一些学生没有悟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没有深刻理解；部分学生不能清楚认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关系，对崇高理想信念的内容、含义缺乏全面理解；部分学生在构建自己

的理想信念时仅凭个人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学生本身对党史的相关课程、活动缺乏关注和参与，其从

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史中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和指导作用。 
就教育现状而言，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医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性和实践性有待提升。 
第一，学校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不够契合实际。“当前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广度、

力度、深度还不够，尤其是在理想信念的真理性认知教育、实践性认知教育以及社会思潮认知教育方面，

还比较薄弱。”[4]在前进动力选择中，同学们表现出注重当下、看重现实、侧重自身的现象。访谈中也

有很多同学表示心中的理想信念不足以促使其行为上进行有效改变。医学生的理想信念不应仅局限于职

业理想和个人，而应融入家国情怀。学校在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安排上没有充分考虑当代学生所处的时代

背景、精神需求、实际情况等特点。 
第二，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理想信念的教育方式有待完善，形式不够丰富，实践资源利用不足。当前，

对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还是以说教为主，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通常也是采用阅读书籍、观看视频、开

会讨论等形式，而忽视对大学生接受能力和接受形式的考虑。单纯的理论授课说教，很难让学生深入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甚至会出现排斥学习的情况，难以达到教育目的。另外，百年党史内

涵丰富，具有很强的历史特征和时代价值，采用传统的方式讲解，相对较为抽象，可以有效利用红色资源进

行实践教学，让学生切实感受党史背后的强大精神力量，进而内化为自己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 
第三，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缺乏对党史学习的重视和对其蕴含的教育内容的运用。在日常教育

和理论授课过程中，教师不能较好地将党史的相关知识生动地引入教育和理论授课过程，其本身对各历

史时期的代表人物、事件分析不够主动深入，对如何运用丰富的党史资料、如何创新教育教学过程缺乏

深入的思考。 

5.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医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路径 

做好医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一项大工程，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理想信念的主阵地，要结合时代特征和

医学生的特点，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将党史中的丰富资源、典型案例融入教育日常和课堂教学，融入校

园生活，更好地做好医学生的价值引领。 

5.1. 创新传统理论课堂模式，将客体主体化[5]，激发学习主动性 

在访谈与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模式的课堂讲授、集中统一的观看学习以及强制性的速成应

试等党史学习教育方法对学生的帮助不大。究其共性，这些方法以学生为客体进行输出，同学们被动学

习知识，以应试为目的，消化吸收的部分少之又少，并且遗忘速度快。针对客体消极学习的现状，我们

提出两种“客体主体化”的方案。 

5.1.1. 鼓励学生主动讲解 
以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为理论依据，教师可以把讲台交给学生，让学生来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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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部分内容，以期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需要主动输出时，个体会主动丰富自己原有的知识，

以将要点讲述得更加清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储备知识积极性易被调动；同时，讲述也是在温习知

识，使记忆更加深刻久远。 

5.1.2. 鼓励学生参与“翻转课堂” 
采取“翻转课堂”模式，让课堂的宝贵时间成为学生们参与讨论和主动探索的场所。教师录制教学

视频上传到网络，以学生在课外自行理解为基础，课上老师主要进行问题辅导。在传统模式当中，“接

受知识”在前，“内化吸收”在后，知识的消化由学生在课后完成，由于缺乏支持和帮助，知识往往消

化不良。而该模式的“内化吸收”部分放在课堂，可以增强学生党史知识的内化程度，改善客体消极学

习的现状。 

5.2. 强化课程建设，提高课程内容质量，提升学习趣味性 

5.2.1. 增强课程的故事性 
选取有感染力的案例，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课堂当中。通常，相对于枯燥的理论知识，学生对故

事性强的讲述更能够内化吸收，并且保留长时间的记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历史也是

由无数人物的故事串连写就的。学生所学习的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党史时间线、事件的起因发展结局，还

应当融入更多的人文情怀。教师可以通过讲述党史中的人物带领同学们走进历史，真切感悟党的百年荣光。 

5.2.2. 提高课程的针对性 
对于医学生的党史学习教育，应当多与学生专业相结合，适当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事业发展

史，从而唤起学生的共鸣，同时有助于让学生找到党史当中的人物品质与医学的相通性，有利于学生树

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5.2.3. 融入课程的趣味性 
教学形式多加创新，将乐趣与知识相结合，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采取不局限的授课方式，让同

学对课程产生新奇感，课堂体验变得不同，引导同学们秉持探索的积极心态进行课程知识的吸收消化。 

5.3. 拓展教育载体，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增添学习的生命力 

5.3.1. 用好数字化教学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教学应当结合红色影片、VR 讲解等内容，利用数字化让红色文化“活”

起来。相较于传统的文字图文视频展示，信息化能够带来更好的交互性和沉浸感。运用创新的数字化教

学形式，让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文化传承的时代密码有望得到破解。新模式带给学生

新体验，新体验灌注教学新内涵。 

5.3.2. 开展“沉浸式”现场教学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同学们对于实践类以及影片类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形式认可度高，而对于课

堂以及报刊类的形式认可度较低。党史中许多著名的红色遗址都是立体的课本，学生的学习不仅局限于

课堂，学校可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参观革命纪念馆、红色根据地等主题活动，提高组织学生前往红色

基地的频率，让同学们实地感受革命家的情怀，重温艰辛而辉煌的历史。通过实景课堂，让学生能够沉

浸式参与学习，加强对党史的理解与共情，在达到良好教育效果的同时有助于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6]。 

5.4.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保障学习的专业性 

专业的思政教师队伍是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保障，一支政治过硬、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是提高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50


张冯圆 等 
 

 

DOI: 10.12677/ae.2023.133150 949 教育进展 
 

生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坚定理想信念的关键要素。教师要提高政治站位，要准确把握党历史发展的主线，

恪守教师的基本原则，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做到“学术研究有规矩，课堂讲授有纪律”[7]。教师应引导学

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准则，把学习党史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相结合，引导学生对党史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将党史中蕴含的伟大精神铭记心间并付诸实践。

另外，教师也应当是一个不断学习的群体，学校也应为教师交流学习不断创造机会，邀请其他学校的老

师前来分享、组织教师群体外出访学等，提高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为更好地传播知识打下基础。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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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医学生是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后备军，是中国医疗事业

的未来，因此对医学生展开深入的党史学习教育十分迫切。将党史学习教育全面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

助于医学生不忘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苦难，铭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继承优秀的革命精神，弘扬

伟大爱国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医疗卫生方面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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