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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种创新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体现教育在“立德树人”上的根本环节。如何将医学专

业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教育全面融合并产生协同效应是目前课程建设的主要问题。本文作者结合大学本

科神经病学课程特点，从不同层面分析了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结构组成，从不同维度阐述了神经病

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实施办法，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本科学员在融合课程中的学习体验与学习效果提

出了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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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nnov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link of education in “moral education”. How to com-
prehensively integrate medica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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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duce synergistic effect is the main problem of current curriculum con-
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 neurology course, the author ana-
ly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neurology course from different 
levels, elaborated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Neurology course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put forward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effect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integration course.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urology Cours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课程思政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论，是指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现有传统课程教学的各环节、

各层次及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的润物无声[1]。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2]。在此之后，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了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

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阐述了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创新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明

确了课程思政教育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是一次从教学内容到教育方法的综合改革[3]。
同时，课程思政也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基础上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一项实践活动，

各类课程与政治教育如何形成有效的耦合反应以及协同效应仍有很大的建设空间，我们需要探索思政教

育的实施路径和构建方法，也是目前专业课程改革的风向与趋势[4]。但是，区别于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教学，课程思政教育需要自然的融入专业课程中，让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相辅相成，避免在

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方法上生搬硬套与牵强附会，这是目前大部分专业类课程思政教育上遇到的难点，

也是在思政教育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中之重[5]。 
神经病学作为临床医学教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其专业性较强，涉及内容较广，抽象思维要求较

高，对于医学本科生来说一直是高挑战性和学习困难的学科，是医学本科生教学中的教学重点和难点[6]。
虽然目前已有多种教学模式如 PBL、TBL 等，在教学内容和学科知识的传授上进行了优化和完善[7]，但

在神经病学知识对本科生“立德树人”这一环节仍有所欠缺，这使得医学本科生这一特殊的受教群体对

于神经病学的学习只停留在知识内容的浅层，不能深入理解内在的医学使命和职业认同。因此，在神经

病学课程中强化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及政治思想素质作为思政元素教育十分关键，也对医学人才的培养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神经病学课程为例，对本科生教学中课程思政教育进行初步的探索与思考。 

2. 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结构组成 

基于目前老龄化社会趋势，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率日益增加[8]，神经病学课程基础知

识的掌握在未来从医生涯中会起到关键作用，而思政教育作为专业知识的协同，则能让这种专业知识更

好的被记忆并理解，这要求我们提前在课程实施前，明确此课程的结构由教师–本科生–教学载具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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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我们对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探讨。 

2.1. 教师层面 

本科生神经病学教学课程属于二级学科教育，其涵盖的内容复杂，教学难度相对较高，再进一步与

思政教育融合后，教学难度则会进一步提升[9]。这意味着对神经病学专业教师的要求也会增加，所以开

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基础则在于神经病学专业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水平高低，如何提升教学质量上下限，如

何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保持更新的思维、更高的站位、更贴近时代的内容，本文提出了几个具有实际操

作价值和意义的方法供探讨：① 坚持查阅学习相关信息化电子资料，深入理解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这是一个

教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必备知识。② 通过所在工作单位政工部门进行书面、线下、会议学习，提升自

身思想政治水平，学习专业政治工作人员在处理相关问题的内涵与方法。③ 增强与附属大学或其他教育

部门政治思想教师的沟通与交流，学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技巧和实践能力，这也是促进学科交

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在水平的重要措施。④ 基于教师中党员骨干，参与教师团队内部服务、管理及

监督职责，确立以立德树人为发力点，推进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融合的建设工作，为整体教学贡献力量。

⑤ 教学过程要坚持以实际素材作为出发点，以具有代表性的正面时事案例作为抓手，引导学生对主流价

值观的肯定和理解，避免纯理论的灌溉型教学，要体现精准靶向教育。 

2.2. 学生层面 

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中，受教育者也是重要的一环，以“00 后”为主体的新时代医学本科生有着

更多的信息接触渠道，同时也有着对经典政治理论的新见解与新问题，如何让学生主动提升自己的学习

性很重要。在许多研究中均表明，存在良好互动的师生群体或学生参与度高的课堂教育，其效果均由明

显提升[10]。本文也提供了在课程实施前，从学生角度出发，提高参与互动的方法：① 提前上传相关学

习的音频、视频资料，并提前依靠学生团体中思想要求进步，政治素质过硬的学生骨干组织课前学习。

② 要求学生在课程中贯彻自我教育，这是一个实现医学生价值观、职业道德的必要过程，从自我要求到

自我批评、自我评价、自我完善等一系列课程规则促进学生完全融入课程思政教育课堂。③ 可以让学生

进行自由小组合作探究，引导不同组之间的学生进行课堂问题回答、课堂案例展示及课后教学评价等一

系列的量化评比，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意识及协作精神，同时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之下主动对教学内容

进行深度挖掘。 

2.3. 教学载具层面 

教育载具作为连接学生与教师之间沟通桥梁，除了传统意义的书本、电子教案，PPT 等，线上的许

多教学工具也能够成为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优质方法如：①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力以及图文推送的展

示效果，微信公众号平台的优质文章能够更好的对思政教育知识传播进行辅助作用。② 智慧树、大学慕

课等线上补充课程，进行交互式教学，促进课程思政在非教学时间也能渗透进学生的日常生活，潜移默

化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③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B 站、抖音或快手等平台均能够成为教学

的工具或途径，并且可以提升教学的亲和力与吸引力。④ 基于问卷星等平台的电子问卷可以反馈学生对

整体教学课程的评价，同时也可以用来评估学生学习程度，而在课前也可以使用电子问卷对学生进行“肖

像刻画”，了解学生整体的偏好倾向以及每一个学生的独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靶向定位。 

3. 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实施 

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存在普适性及特殊性两个特征，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如医疗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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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医学伦理、科研探索热情、医患沟通能力、人生价值培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养等与其他的思

政教育并无差别，但在如何融入、如何融合、如何挖掘以及如何形成课程体系有着其专业特殊性。本文

也将从多个角度切入，阐述如何设置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讨论。 

3.1. 教学内容的选取 

教学内容的选取关乎如何将神经病学与课程思政巧妙融合，如何以“点”到“面”，从小案例出发，

展示宏大精神内涵是关键。在实际课程教学中，我们探讨并使用以下数种内容作为切入点：① 我国神经

病学发展历史以及我国在全球神经病学领域的贡献，这种基于历史发展的眼光，可以让受教育者迅速代

入角色，增加学生学习动力、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② 以急性脑血管病案例作为切入点，其起病紧急危

重、进展迅速、致残率死亡率高，从此类患者的发病，到就诊处理，到后续管理，均可以结合医患沟通

技巧，疾病治疗方案选择等多种思政教育内容。③ 以慢性病阿尔茨海默病案例作为切入点，可以引导学

生进行目前老龄化社会下国家养老的相关问题思考，同时也可以从目前无特效药物治疗，但此类患者仍

然需要社会关怀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可以增加学生医学人文关怀，以济世救人作为使命，增加学生社

会责任感。④ 以罕见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案例作为切入点，可以从天价罕见病特效药是否进入医保为探

讨点，结合相关时事热点，如以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张劲妮发言“每一个小群体都不该被放弃”等出发，

培养医学生人民优先的价值理念，从内心理解“为人民谋幸福，为社会谋发展”的内在含义。⑤ 正向案

例的引导激励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反面案例的引入也是必要的，可以使用发生在身边实际通报的医疗

事故为案例，也可以使用社会热点如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等事件，让学生从中提炼出具有反思警示的思

政问题，引导学生对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在医术、医德、医学伦理等问题上得到深刻的记忆。

⑥ 以最前沿的神经病学科学内容作为案例，如塞尔久·帕斯卡在 Nature 上发表的人脑细胞成功移植至

大鼠大脑，这意味着人类类脑器官在动物大脑里生长成为现实，在未来研究人类神经功能障碍疾病中，

这一选择既能符合伦理，又能取得突破进展。这一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科研探索热情，对相对枯燥的专业

知识获得学习的动力 

3.2. 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的评价体系 

在课程思政教育项目的建设中，评价体系作为最后一道门槛，直接关乎到整个教学过程的实践效能，

是课程思政这辆“轿车”在发展优化之路上的“底盘”，一套完整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可以让整个项目

产生迭代式的自我更新。但目前课程思政教育的评价机制仍在被广大教育学者探索建设，尤其在医学专

业领域，并没有一套现成可借鉴的模板，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评价仍存在较多不足，如评价主体过

于单一、评价方法片面、忽视教学过程评价、评价激励缺乏等，无法客观评价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的理解吸纳程度，也无法准确评估教师及教学载具在课程教育中的实施效果。同时，而在融合神经病学

专业课后，传统的评价体系更无法体现学生对知识学习的综合考量以及专业教师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

学生需要通过运转良好的考核评价体系才能提高主观能动性，教师也需要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才能避免

“一套 PPT 走天下”、“篇幅越长越吃香”的教学误区。在此处我们提出一些在实际教学中探索出的对

教学评价体系的建议和策略：① 在学生专业知识及思政基本知识点考察的基础上，应该制定更具体的评

价目标，要挖掘专业课与思政教育交叉下的隐藏点，如医疗职业道德、医患沟通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人生价值观等内容。② 在考核人员的选择上，也应该包括专业思政教育人员，神经病学一线工作人员等，

细化评价指标，这样能够从更多的维度，更专业的视角对学生及教学进行全面评估。③ 除了对学生的评

价，还应该建设对于教师的评价体系，寻找在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与缺陷，及时优化更新神经病学课程思

政教育的策略与内容，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促进整体师资队伍建设，其评价应该包括：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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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评体系、上级教务部门对课程设置及实践的全面评价、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人员的评价、临床高年资

专业医生的评价。④ 完善评价的奖励/惩罚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增强评价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够使

评价者更加重视评价这一收尾过程，由始及终。这种奖励/惩罚机制也能够提高教师对于教学内容优化的

积极性，让学生摆脱评价老师就是“意思意思”、“走个流程”的心态，促进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

整体进步与发展。 

3.3. 对神经病学课程思政教育在本科生教学的展望 

总而言之，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全新的正在高速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

于课程”是基础[11]。作为教学改革的热点、重点和难点，其开展的方法至关重要，能够完善专业知识与

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将对高校甚至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起到关键作用[12]。对于神经病学专业课程，思

政教育在本科生教学的开展和课程规划是必要的，但这种课程内容的设置一定是与时俱进，并且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会被融合进入专业课程教学，这需要教师不

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库，真正起到带头示范作用，让学生在医疗职业道德、医学伦理、科研探索热情、

医患沟通能力、人生价值培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养等方面真正深入理解并得到成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变化之际，全球医学领域的格局变化也在悄然变动，更多杰出

的中国医生正在走向世界医学舞台的中心。作为医学教育的起始阶段，本科医学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本文所提供的探索讨论与实践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优化和提升空间，但让专业教学充满思政内涵，坚持学

生为中心、产出培养为导向，持续改进、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课程思政教育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在

潜移默化中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广大高校教师需要持之以恒的最根本教学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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