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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行动工具，其本质是一门专业性强又极具人文属性的学科。在流

行病学课程中注重培养人文素质，不仅可以保证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有助于实现

“专业传授”与“价值引领”同向同行，还能增进人民群众对公共卫生人员的理解和信任，对社会良性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人文情怀教育融入流行病学课程教学的意义、原则、设计策略”等方面，

阐述流行病学课程培育人文素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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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pidemiology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action tool of public health. Its discipli-
nary attributes are highly specialized and humanistic.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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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in epidemiology curriculums can ensure the quality of public health personnel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s, help to realize the same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value leader-
ship”, and enhance the general public’s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in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path of culti-
vating humanistic literacy in the epidemiology curriculum,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mportance, 
principles and design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into epidemiology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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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快建立完善制度体系，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

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1]。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是完善公共卫生

体系、持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与水平的基础和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培养新时代公共卫生人才既要突出过硬专业能力的训练，还应注重良好人文

素养的塑造。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的理论和方法学基础，也是实践行动的工具，其着眼点是人群以及人

群健康，课程的各部分都蕴含大量的人文思政元素[2]。人文素养教育旨在培养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

注重人性教育和人格完善[3]。在目前的流行病学课程教学实践中，还一定程度存在“重技能轻人文”、

“理论与实践脱节”、“案例教学缺乏”、“教学方式陈旧”等问题。因此，以专业知识为载体，深入

挖掘、系统梳理流行病学课程中的人文思政元素，并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将人文元素与专业理论及

实践进行有机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2. 人文素养融入流行病学课程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2.1. 是培养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的现实需要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

及“落实预防为主”[4]。然而，“健康中国 2030”却面临两个难题，一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

国心脑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快速增加；二是新型传染病频发。由

于政府的重视与公众健康需求的增加，我国对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公共卫生人才的

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现代公共卫生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过硬的实践能力和卓越

的创新思维，更需要具备富有爱心、富有温度等人文素养。流行病学作为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骨干课程，

不仅要重视其知识传授和工具价值，更需要关注人内在情感和道德，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

让公共卫生学生养成人文自觉、塑造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真正地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始终坚持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为成为新时代公共卫生人才、投身“健康中国 2030”实

践工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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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助于实现专业传授与价值引领统一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

体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将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相统一[5]。人文素质培养是

价值塑造的重要维度，教师对流行病学课程中蕴含的人文元素进行深度挖掘，将人文素质教育有机融入

教学中的每一节课，可以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接受人文熏陶，润物无声地让每一名学生感

知人文情怀在公共卫生服务及公众健康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公共卫生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人文素养协同发

展，达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的目的。 

2.3. 是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与质量的现实需要 

公共卫生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一般会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经过大一、大二的基础医

学学科学习，他们在医学专业知识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缺乏人本意识的培养，一定程度存在

人文精神、团队合作意识缺乏等现象。流行病学教学工作，应立足学生的现实需要，有机融入人文素养

的训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他们自觉的服务意识，促进全方位发展，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质量，增进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人文素养融入流行病学课程教育的原则 

3.1. 紧扣流行病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 

人文素质是在专业课教学中培养，因此需要紧扣专业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流行病学的形成经历了两

千多年发展，是一门研究人群中疾病、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研究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策略

与措施的科学[6]。它具有群体、对比、以分布为起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预防为主等特征[7]。课程中

“流行病学简史”、“疾病分布”、“现况研究”、“生态学研究”、“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

“实验研究”、“筛检”、“疾病防治原则和策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等部分都蕴含丰富的

人文元素。除了理论教学，流行病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和研究在人群中进

行，需要调查对象的积极配合，这就需要注重培养学生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若

需要对人群采取“干预措施”，比如现场实验流行病学研究，还需要公共卫生人员处理好伦理道德问题，

保障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这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找准人文教育元素与流行病学知识的契合点，梳理出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和流行

病学课程特点的人文素养资源；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了解、讨论、分析案例，理解教学案例背

后隐藏的人文元素，体悟人文精神；在流行病学实践课中，让学生坚持以人为本，主动关注基层人群的

健康和疾病防控，在沟通意识和技能等方面加强人文关怀。 

3.2. 坚持以提升公共卫生人才服务能力为导向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教高[2018] 4 号)中指出：“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实践，树立‘大健康’理念，深化医教协同，

推进以胜任能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8]。公共卫生人才岗位胜任力是指与公共卫生实际工作情景相

关的、能够促进个人和组织发展的知识、技能、态度等所有个人特质的综合[9]。在基层公共卫生人才岗

位胜任力的指标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人文素养”[10]。因此，流行病学中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应以

产出为导向，将人文素质培养目标作为素质培养的一部分渗透到岗位胜任力中，引导和鼓励学生有意识

地培养自己的人文素质，以保障社会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全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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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素养教育融入流行病学课程教学的实施策略 

4.1. 挖掘人文素养的思政元素，建设人文素质培养的案例库 

流行病学的课程思政教学，还未有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的案例库。因此，建立与流行病学课程内容

相匹配的人文思政素材库是进行人文教育的首要任务。深入挖掘流行病学课程中蕴含的人文元素，比如

“彼得·安东·施莱斯纳、苏德隆、何观清、伍连德等流行病学先驱的事迹”、“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

——察哈尔省查察北专区抗击鼠疫”、“新疆察布查尔病的流行病学调查”、“19 世纪 50 年代伦敦宽

街霍乱的流行病学调查”、“Doll 和 Hill 对吸烟与肺癌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2003 年中国的 SARS
防控”、“2019 年新冠肺炎的防控”等[11]-[13]，并且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后重构教案和 PPT。与此同时，

根据课程思政改革的要求修改流行病学的教学大纲，将人文素质培养体现在教学目标中，合理有效地将

所挖掘的人文元素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不仅能使课程内容更加饱满，而且有利于实现人文素质培养的常

态化、长效化。 

4.2.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人文素养教育 

目前，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主要是灌输式教学，课程思政变成生硬说教，这样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

情绪，影响教学效果。因此，需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首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教

学模式。结合流行病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公共卫生人才的岗位胜任力目标，针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

文献阅读研究、案例分析讨论、视频等方式，将人文素质培养和专业能力培养以学生易接受的方式融入

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二是推进“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与专业知识技能

传授相比，人文素养教育更需要教师进行角色转变，需要从“以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根据学生的学情和兴趣点进行教学，教师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多探讨多互动，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思政课堂的亲和力，还可以将生硬的理论灌输转化成丰富生动的价值引领。三是积极开展“情浸式”

实践教学，拓展“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是学生将理论联系到实际的重要载体，即“在学中做，在

做中学”，“情浸式”实践教学可以升华思政教学效果。通过流行病学现场调查，让学生深入到社区和

农村，与人们面对面交流，了解社会大众对健康的诉求，将人文关怀渗透到预防疾病和促进群众健康中，

使学生在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和公共卫生服务实践中体会和领悟课程中所传递的人文信息和能量，形成关

爱他人、尊重生命的人文价值追求。 

4.3. 开展人文素养培育效果的综合评价 

采用“多维度、多形式、多主体”的综合评价方式，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教师的教学和课程思政水

平做出全面评定。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实施多维度的人文素养评价体系。在流行病学课程考核体系

中增加人文素养考核内容，考核的维度包括“学生对融入人文元素后的课程的认知、教学设计和教学效

果方面的评价”、“学生的人文素养理论水平”、“学生在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弘扬程度”等。二是实施

多形式的人文素养评价方法。结合采用过程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及总结性评价进行综合性评价。可以是

在专业考试题中融入人文思政元素，也可以是以小论文或是课后实践活动的方式进行评定。最后，开展

多主体的评价方式。即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教师、实习带教老师、服务对象、学生、辅导员等都可对实施

效果进行评价。 

5. 总结 

流行病学是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骨干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紧扣流行病学的内容和特点，以公共卫

生人才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深挖人文元素，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人文素养教育；在课程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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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效果进行多维度、多形式、多主体的综合考核。在教学中注重人文素养教育，弘扬人文精神，不

仅有利于公共卫生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人文思维和塑造健康人格，还反映公共卫生人才

尊重和关注公众生命和健康的态度，有利于公共卫生人才增加对人群的尊重和关怀，增强对本职工作的

荣誉感，还能增进人民群众对公共卫生工作者的理解和信任，是促进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也是社会文

明和进步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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