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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医学类高等本科院校，为深化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面对教学师资等资

源不充足、传统医学理论单一等问题，发挥传统民族医学、医药特色，融合各基础学科，发展改革教育

教学方案，探索创新性教学方法，运用新媒体“互联网+”平台等资源，整合教师力量紧跟学科前沿进

展，培养全面的高水平复合型医学类人才。在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摸索出少数民族地区高

等医学院校卓越医学人才培养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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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minority areas, in the face of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other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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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medical theory is single, etc., Medical Higher Undergraduate College gave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ethnic medicine and medicine, integrate various basic discip-
lines, develop and reform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lans, explor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use 
new media “Internet+” platform and other resources, integrate teachers’ strength to keep up with 
the frontier progress of disciplines, and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high-level compound medical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ractic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 new 
plan for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medical talent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mi-
nority areas has been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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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在高等医学教育方面，相比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在内蒙古不同地区，

教育资源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根据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地理条件，

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医疗和医药体系，具有一定的民族医药文化特色，

并在医学教育和医疗救治方面都取得了许多的成果。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少数民族高等医学类教育的现

状进行思考和总结，对于今后我校摸索出民族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意义。 

2. 课程思政与医学知识相融合 

2.1. 课程思政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学生中的重要意义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指出“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点，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医学类高等院校，发掘医学类学科特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结合各

专业特点与社会热点，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的新时代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同时全

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医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1] [2]。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高等院校之一，内蒙古

医科大学始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我校的课程思政

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扎根民族地区，热爱民族教育工作，为少数

民族地区高校服务，促进各民族师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培育更多优秀的民族地区高水平医

学专业人才[3] [4]。 

2.2. 课程思政策略实施 

2.2.1. 课程思政在各学科、专业中的思政元素搜集 
按照各学科和专业的特色，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挖掘自身课程的思政

资源，灵活结合典型事例、楷模人物和相关专业发展历程等，利用专业特色将渗透的思政元素，更加具

有说服力。如《微生物与免疫学》的课程中，人类与自然界相关的病原微生物长期斗争，摸索总结出针

对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及检测的手段和措施。通过课程中《绪论》的讲解，引入科学发展的故事，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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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的发现、减毒疫苗的发现、中国古人通过“人痘”预防天花等科学事件，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医务

工作人员救死扶伤，挺身而出，奔赴“抗疫前线”，都是培养医学生科学思维与工匠精神的素材，有助

于培养学生脚踏实地、求实创新、一丝不苟、甘于奉献的科学精神和医者仁心，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2.2.2. 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 
逐渐要在专业课程中思政化，构成属于本专业的课程思政体系，将挖掘出的思政元素，紧密地和专

业课程有机融合，起到引领作用。如利用校园公众号的纪录片内容，通过少数民族的国医大师——苏荣

扎布教授的事迹学习，苏荣扎布教授一生奉献在蒙医临床医疗事业中，研制出多种有效蒙医药方剂，获

得广大患者的赞誉，并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医疗工作

者。将发生在医学生身边的事迹，在《蒙医药》相关课程之初，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们讲述，更具有感染

力，不仅体现了少数民族医学的卓越成就，也鼓励医学生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艰苦奋斗，求实创新，

敢于奉献，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在具有地区特色的医学类高等院校，立足地区优势和资源，深入结合

少数民族医药不断发展的历史特点，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与疾病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

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蒙医药体系，结合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互相融合，借助基础医学院解剖学教研

室的刘其端教授的事迹，热爱边疆，扎根边疆，艰苦奋斗，将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于内蒙古医科大学，

建设内蒙古的医疗卫生事业，通过感人的事迹，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地区发展相结合，潜

移默化提升医德。 
该策略的实施，结合高校民族地区特色，逐步探索出独特的办学之道。制定适合的工作方案，健全

管理工作机制，学科、部门及院系之间协同合作，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堂，组织学院、学校课程思政培

训及比赛，选拔教学名师，结合不同课程的特点，深入挖掘在各专业领域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

到课程教学中，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积极推进落实课程育人的发展，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

在医学类课程中，加强师德师风教育，树立学生“大爱无疆，甘于奉献和大医精诚”的人文情怀、医者

仁心的精神和职业理想，在牢固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坚持为人民服务，培育出医术精湛、医德高

尚的新时代好医生[5] [6]。 

3. “线上线下”多种教学方式混合运用 

近几年，在教学模式不断摸索过程中，授课教师不再一味地单向灌输知识点，手段形式丰富多样，

注重教育教学改革，采用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医学类高等院校的主要教学方式之

一，融合新媒体、新技术、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成为高校教师教育教学的辅助手段，丰富了课

程形式，提高了学生积极性和参与性，打破了学生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

随地进行学习[7]。学生利用多种模式的混合式学习手段，形象直观地将知识点、重点、难点逐一记忆，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也成为“新冠疫情”期间，主要的教学手段之一。 

3.1. 优质 MOOC 资源的运用 

在中国大学 MOOC 线上开放的资源，选取共享优秀课程，授课教师制定学习方案和计划，让学生利

用课后碎片化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对线下传统课堂进行补充。多元化资源的运用，改变了枯燥乏味、

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学生增加了学习兴趣，师生间互动性增强，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变换了主

体角色，为学生提供了“时刻、处处”学习的便利。 

3.2.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自建 

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课制宜，发挥我校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促进传统蒙医药发展，结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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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特点，重塑课程内容，将现代蒙医学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理论与实践课程脱节的现象，地区特色课程

内容更新欠缺，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等问题，改革创新。通过申请制定国家级、自治区级的精品在线地

区特色的蒙医学相关课程，突出本校地区办学特色，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教育特色，选取优秀的有

一定经验的蒙医药教育工作者，发挥其扎实的传统蒙医学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独特的蒙医药方操作，

结合蒙医传统医疗的实践经验，并与现代医学方向的理论和不同学科之间紧密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

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医学教育，培养具备综合实力的蒙医药专业人才。 

3.3.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搭建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建立具有我校特色的蒙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依托实验平台，结合

基础医学、蒙医药学、临床医学等学科，针对我校基础医学、蒙医、蒙药学等学科开设多门虚拟仿真实

验课程，任课教师和学生登录平台，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实验演练、实验报告、教师阅览、学生反

馈等一系列操作，深刻掌握和巩固理论知识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增强学生自信心，对课程产生极大

兴趣，并主动学习[8] [9]。 

4. 优秀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数民族地区医学高等教育中，蒙医学专业发展早，是蒙古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发展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既要保留传统医学的精华，又要利用现代医学知识，需要将传统医学教育和现代医学教育互相融

合，培养综合性蒙医药专业人才。其中，蒙医学专业综合性青年教师人才的培养是比不可少的，通过加

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将传统疗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在教师队伍中，拓展蒙医药教育工作者的现代医

学知识，与多门理论学科结合，如蒙医药学与解剖学、生理学、遗传学和免疫学等前沿学科的结合，形

成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培养具备综合实力的蒙医药教育工作者，只有教师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得

到不断提高，才能适应学科之间的多元化发展，培养出综合性专业人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10] [11] [12] 
[13] [14]。 

5. 传统医药与前沿学科进展相结合 

针对具有民族特色的医学类高校，更应关注前沿科技的最新发展，结合本地专业，针对蒙医、蒙药

等相关专业，结合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制定、讨论和设计课程教学教案，关注和研究当前生物医学发

展前沿领域，渗透目前科研成果、临床案例等，目前，新冠疫情中，研发针对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仍在试

验阶段，但是中医药、蒙医药等传统医药和西医抗病毒的治疗方法相结合，在轻症患者中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这种传统医学和西医结合的疗法，各自发挥着两者的不同优势，将新鲜的知识、科研技术与传统

医药融合，在蒙医药理论知识传承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和创新利用传统医药，勇于创新，加强多学科之

间的理论和实践学习，利用发展迅速的现代医学体系，逐渐形成具有民族医学特色的科研思维，规划医

学教育改革的目标，完善融合理论学科的建设，整合院校优势资源，将现代医学中没有的传统精髓与不

断创新发展的科学技术有效融合，形成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结合的思维，全面培育新型医学人才，跨专

业、跨团队合作，推动医学教育的发展[15]。 
总的来看，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新时代医学技术相互结合，既可以保护和促进民族

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医学中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地培养全面的民

族医药人才，推动各民族医药的全面发展，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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