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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政教育是提升高等教育教学水平的核心，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是新时代教育背景下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深入挖掘“医学影像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拓宽育人功能，增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职业

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是培养高质量医学影像人才的基本保障。本文通过分析“医学影像学”课程的自身

特点，探讨了思政教育融入影像学课程的意义和必要性，并设计了教学改革措施方案，以期为后续相关

课程的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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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core to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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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under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raining high-quality medical imaging talents is to dig deeply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Medical Imaging” course, broade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enhanc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cal Imaging” cour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imaging course, and designs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teaching of 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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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学教育的蓬勃发展，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2019 年，在《关于深

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教育部明确提出要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充分发

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1]。该意见表明高校学生的思政教育不应局限于思想

政治理论课，更要树立“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学新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想政

治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使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

升，严格落实思政教育理念，强调立德树人，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 
“医学影像学”作为现代临床医学的重要分支，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核心课程之一[2]。近些年，各高

校大力推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变，将思政教育纳入专业教学当中，已成为各高校课程创新

与改革的根本途径[3]-[6]。把正确的政治思想灵活融入“医学影像学”课程，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为输送高素质医学人才提供重要途径。因此，本文依据“医学影像学”的课程特点，探究

其课程体系中的思政元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强化学生认同感，充分发挥

思政教育的铸魂育人价值，为相关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搭建良好平台。 

2. “医学影像学”的课程特点 

在医学教育中，课程是最基本的教学单元，也是培养医学人才能力的关键一环。“医学影像学”属

于医、理、工交叉性桥梁学科，现已作为医疗行业探索未知领域的重要辅助工具[7]。“医学影像学”课

程综合超声医学、放射诊断学、介入放射学及核医学等科目[8]。在各种检查及诊断过程中，影像医师既

要有一定的医学理论基础，又要懂得成像技术原理及相关学科知识，并能准确分辨人体的正常解剖结构

和病理变化[9]。 
“医学影像学”的课程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0]：1) “医学影像学”作为交叉性学科，运

用 X 线、CT、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对疾病的诊断、分期和治疗效果等进行评估。其课程学习主要以人体

解剖、断层解剖、生物、病理、生理学等为基础，通过掌握不同成像技术的原理及成像特点，明确人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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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解剖结构和病理变化，为临床诊治提供帮助。2) 医学影像技术飞速发展，不同检查方式的适应范围及

优缺点各异。学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增强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实践，以患者为主，根据疾病发生部

位，合理选用经济、安全、有效的最佳影像检查手段。3) 在“医学影像学”课程教学中，应具备辩证统

一思想，讲解放射防护措施的必要性，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辐射，在适当剂量范围内，为患者进行相应检

查，使用防护服遮蔽敏感部位，尽量降低辐射对患者的损害。4) “医学影像学”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后，到医院见习或实习，充分了解影像科医师的实际工作模式，培养学生对生命的

敬畏之心，提升职业道德素养，以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加强师生互动，激发学习热情，在实

践中思考，提高思辨意识。 

3. 思政教育融入“医学影像学”课程的意义和必要性 

长期以来，各医学院校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上，而忽视了专业课在政治思想引

导和内在性格塑造方面起到的隐性作用，严重影响医学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11] [12]。“医学影像学”作

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同时，还应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综合素质。目前，大部分授课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并没有完全理解，融合式创新型教学方式的普及应用任重而道远[13]。教育部 2020 年 5 月印发了《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医学专业的教学需要加强医德修养，培养出党和人民信

得过的好医生[14]。在“医学影像学”课程中，利用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团队合作

精神以及人文关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念，在涉及患者隐私和生命安全时，学生必须具备

高度的责任感和职业操守。课堂中应明确医学影像技术人员的职业责任，确保患者隐私保护、诊断准确

性和安全性。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医学影像学”的重要性，从而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医德医风，

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学影像服务。 
伴随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医疗卫生领域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显著增强。仅培养学生的理论与

操作能力已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将思政教育引入“医学影像学”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综合能力，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医患纠纷的发生往往与医生的态度、技能等因素有关。通

过思政教育，可以改善学生的服务态度，增强其综合素质，从而降低医患纠纷的发生率，促进和谐医患

关系的建立。将思政教育融入“医学影像学”课程，可以培养出更多具备高尚职业道德的医学影像学人

才，从而提升医院的整体形象和信誉。因此，思政教育融入“医学影像学”课程具有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医学伦理观念，还能激发社会责任感，促进其全面发展。 

4. 思政教育融入“医学影像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措施 

4.1. 构建多元化课堂教学方法，坚持医学与人文教育相统一 

落实德育工作，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15]。融合课程思政的难点在于学生不愿接受老师说教，

教师应借助启发式、创新性方式进行多元化课堂教学，如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方法(Case-Based Learning, 
CBL)、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制定–执行–抽检–处置循环的教学方

法(Plan-Do-Check-Act, PDCA)、小组教学法(Team-Based Learning, TBL)等，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充分发挥

其主观能动性[16] [17]。例如，在肝癌教学中采用 TBL 方法。老师布置任务，安排学生进行分组讨论。

一组专注于学习肝癌的病因和机制，二组侧重于疾病的临床表现，三组则将重点放在肿瘤的影像特征上，

并由组长负责指导团队成员学习和查阅相关文献，经过小组讨论后整理资料，各组长阐述研讨成果，其

他组员进行补充，最后教师总结，找出不足之处，从而达到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多元化课堂教学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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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自我探索、团队合作、语言沟通和沟通技巧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都有所增强。另外，授课教师也可利

用互联网的科技优势，灵活开展课堂教学[18]。整理放射界前辈的个人事迹，搜集相关资料，整合至教学

资源库，改变传统式填鸭教学，通过图片和声音的刺激，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介绍我国在医学影像设

备研发、技术创新、临床应用等方面的重大成果，以及 X 射线到 CT、MRI 等高端技术的演变过程，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引入临床工作中的真实案例，如影像医师

怎样凭借精湛的技艺为患者确诊、怎样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等，让学生感受影像医师的职业荣誉

感和责任感。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故事渗透的形式对实际案例进行讨论，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师生互动，

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使思政教育与“医学影像学”的课程内容有机融合[19] [20]。通过此种教学模式潜

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和最终目的[21]。 
多元化课堂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需求，为提高学习兴趣与教

学效果奠定基础。故，此方法需要通过科学、全面的课程评价体系检验教学成果，进一步改善教学质量。 

4.2. 构建思政教育与课程评价体系关联矩阵 

将思政教育与课程目标紧密结合，制定课程评价体系，可有效促进思政教育的实施与改进，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分析课程中可融入的思政环节和知识点，明确影像学课程需要达到的思政教育目标。建立

科学的评估机制，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构建思政教育与课程评价体系关联矩阵的关键。

课程评估应采用师生相互监督的形式，主要包括：学生完成和参与程度的评价、教师思政案例与专业课

内容匹配程度的评价、教学方法的评价及教学目的实际完成情况的评价等。课后也可以问卷调查的形式

对学生进行询问，内容应涵盖：学生的理论知识理解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临床实践能力和沟通表达能

力等能否被提高[22]。最终以考试、项目报告等方式进行考察，评判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掌握程度和实

际应用情况。考评机制的实施是检验人才培养成果的有效手段，也对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发挥重要

作用。 

4.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思政敏感性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生品德成长的引路人。通过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的思政

素养和专业能力，共同营造师生学习、进步的良好氛围。只有政治素养高、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教师，

才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爱国情怀和职业精神[23]。教师在教学中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要

以榜样的形式来指导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推动学生智育与德育的全面健康发展[24]。 
作为思政教育的实践者和推动者，首先，要加大一线教师的培训力度，适当增加绩效考核和职称晋

升所占比重，选拔思想政治素质高及专业教学能力突出的优秀教师。其次，教师应采取“兴趣引领–实

践指导”的形式，通过介绍国内医学影像学的发展历程，预测专业发展趋势，鼓励学生投身于精准影像

的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随后，安排学生深入科室学习参观，运用情景演绎和个案讨论等形式的训练，

增强医患沟通技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最后，建立数字化学科的课程思政案例库，把思政案例、影像专

业课与临床实践的有机融合，带到教学全过程。 

5. 小结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等院校在育“材”的同时，更应重视对“人”的培养。医学教育作为我国教育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深挖思政的教学资

源，根据“医学影像学”的课程特色，密切融合思政理念与专业知识，为国家及社会培养杰出的医学影

像人才。笔者通过研读大量影像学课程的教学相关文献发现，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结合思政教育后的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5258


郭祥发 等 
 

 

DOI: 10.12677/ve.2024.135258 1656 职业教育 
 

专业课程其教学效果显著。融合式教学课堂既能贴近实际情况，又不会让学生感到枯燥，可带动学生

的主观积极性，产生情感共鸣，有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思维拓展，对专业领域的知识也会有更为准确

的领悟。 
现阶段，“医学影像学”的课程思政教育存在许多问题，如：1) 思政教育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部

分教师仍存在理解误区，教学课程设计中将专业课与思想政治教育割裂开[25]。2) 尽管许多高校已对专

业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但教学内容仍过于单调和僵化，缺乏实际的思政实践活动[16]。3) 
评估体系尚未完善，制定的方案缺乏合理性，评估指标不够科学，奖励机制不够健全。 

未来，应深化教育改革，不断提升高校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加强思政教育在“医学影像学”课

程中的渗透与融合，形成具有特色模式的教学课堂，为“医学影像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和推动祖国医学

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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