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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中医内科学》的探索与实践※

王志汕 1 陈凯伟 1 陈淑娇 1，2▲

摘 要 结合中医类院校自身特色，挖掘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以《中医内科学》为建设

基点，通过课程教学模式方案设计、探索与实践，以冀将传统中医药优良文化与时代接轨，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思政之魂融于《中医内科学》专业知识教育之中，为医学生培根铸魂，使其坚定中

医信念、树立专业自信、提升专业素养，从而实现思政教育和高等院校知识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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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赖于思政课程

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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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

如何结合高校自身专业特色，贯彻教育的根本目的

——立德树人，这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春风化雨

地融于课程设置、教学设计中，亦需要教育工作者在

施教过程中不断探索与实践，使教学相长。医学院校

在承担传授医学知识责任的同时，更要使学生受到思

想政治教育。《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的主干，亦是中

医临床各科的基础，起到维系基础知识和临床实践关

系的纽带作用。而课程思政起到培根铸魂的作用，能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坚定

“四个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

将探讨如何将思政之“盐”，溶于医学专业课程之“汤”

中，以冀实现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

行，协同育人。

1 《中医内科学》课程思政价值内涵

课程思政是对教育价值本源的回归[2]，而关于教

育本质的探讨，《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可知其意在教人以德，育人向善。

高校作为培养、孕育我国高水平人才的重要阵地，其

思想政治工作不容懈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

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革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观点，集中概括为“九个坚持”，为高等学校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为高校

以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

了理论认知[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新

理念、观点和思想回答了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什么

人，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思

政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

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

善用之。”[4]课程思政的精髓在于将课堂设为树德育人

的渠道，将课程和思政协同起来，把课程思政建设为

“三全育人”的抓手，通过思政课程把为人处世的基本

道理，把医德医风、家国情怀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于专业课程中，潜移默化，育人以德。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

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

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

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

务。”这不仅为医务工作者提出行风要求，更冀望医学

高校做好思政工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培育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奋斗者。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高等中医药院校必修课程之一，是基础理论联系临

床实践的桥梁。中医内科学是我国人民在同疾病斗

争中不断实践、探索，在不断的发展中，将斗争经验总

结为理论，并逐渐归纳演变而成的一个独特的医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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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医内科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展简史、发病学、

症状学、治疗学等。本课程的教学可使学生认识和掌

握中医病症的发生、发展、变化和转归，并在此基础

上，对病人辨病、辨证、立法、遣方、投药进行治疗。同

时，学生通过中医内科学发展史的学习，可树立“悬壶

济世”“精勤不倦”等传统价值精髓的意识，培养民族

文化自信，赓续民族精神。

2 《中医内科学》课程思政目标

毛泽东同志曾在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国医

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5]

在几千年的实践和传承下，中国医药学凝结众多医家

先辈们的医疗经验和思想精华，不仅是医药界的宝

库，更蕴藏大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是

中医类高校传承精华、树德育人思政建设的锚点和底

蕴。因而，课程思政中可结合中医药高校自身特点，

融入传统文化精髓，打造中医药院校课程思政特色，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药学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并汲取

其营养孕育而成的民族医药体系，中医内科学是其重

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诸多学说、理论，诸如“气一元

论”“阴阳五行”“藏象”“气血精津液神”“五运六气”

等，深受古代中国哲学的影响，结合了社会自然科学

和医疗经验，凝结了儒、释、道等多种文化形态，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袭先人智慧结晶

的同时，以此为锚点和切入点，弘扬传统文化精髓，有

助于培养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增加文化认同感和

归属感，故其是课程思政重要的教学资源，亦是爱国

教育的抓手和靶点。

教育以德育为先，中医院校尤须以此为重任。《中

医内科学》课程设计可发挥自身优势，从古代医家、书

籍着手，挖掘其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如

孙思邈因存“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

此”之志而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医家徐延

祚戒言“人有富贵贫贱，病无彼此亲疏，医当一例诊

之，不失心存普济”；医家寇平提出“若依十全三德，此

乃真医道之人也”，其中，“十全”言从医者需有文化、

医学业务和人际交往的素质，“三德”言医者应坚守仁

义、坚贞、平等之德行。《中医内科学》课程思政即可在

关于医家、医案、典籍的课程解析中贯穿医德医风的

培养、塑造，以此传承古之医家的职业精神、信念、职

业行为规范。

时代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是时代发展的

产物。《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中应挖掘专业教学中的

时代精神，培养学生改革创新思维。红医精神、青蒿

素精神、抗疫精神等时代精神，既能展现自强不息、以

天下为己任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也

包含中医药人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奋斗精神。弘扬

时代精神，可激励当代青年医学生将发展中医药事

业，实现健康中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并为

此拼搏奋斗。

3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方案设计

“现代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

认为人类的最高目的是道德，而道德也是教育的最高

目的[2]。书中亦提出“训育”的概念，即认为用陶冶性

训育方式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而不是用完全强制

的方式使受训人接受。思政课程无疑是新时代高校

育德树人的方法和途径，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思政课程

的德育作用，有赖于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实践。“课

程思政实质上是一种课程观，不是增开一门课，也不

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

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

声”[6]。为此，笔者结合自身院校的特色，以《中医内科

学》课程为建设基点，探索新医科下中医类院校思政

课教学的新模式，并对授课形式与教学方法进行设

计、探索，以冀将思政教育和高等院校知识教育同向

同行，协同育人。

3. 1　选材施教，润物无声　在教学设计时，教师将思

政案例素材有机融于《中医内科学》中的理论知识点，

寓德教于春风化雨，其中主要包括培养家国情怀、弘

扬“抗疫”精神、坚定中医信念、树立专业自信、提升专

业素养等思政目标。《中医内科学》课程中部分思政教

育内容见表1。
3. 2　多措并举，循循善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为此，高校应建立“学生认

同为主、教师引导为辅”的协同转变机制。在此前提

下，思政课堂上，教育工作者需改变“满堂灌”现象[7]，

思政课程教学的形式创新必不可少。

3. 2. 1　情境教学法　通过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

借助现场情景模拟，引入教学内容，融入思政映射，进

行情境教学，激发学生兴趣，强化学生对专业知识和

··34



中医药通报2024年2月 第23卷 第2期 TCMJ，Vol. 23，No. 2，Feb 2024

思政内容的记忆及印象。在“医学情境”教学模式下，

师生双方都是课堂教学的“导演与演员”，既能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又能启迪、培养学生探究并且解

决问题的能力[8]。以发热病为例，模拟病毒如何发病、

致病的过程中，可有机融入思政教育，结合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下举国众志成城“抗疫”的热点，如张伯

礼院士为“抗疫”，年过古稀，毅然前往武汉抗疫，将胆

留在武汉的感人事迹。教师在让学生坚定中医信念，

树立专业自信，培养家国情怀的同时，引导学生明白

为医者应有“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

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之精神，树立“普救含灵之苦”

的责任与担当。

3. 2. 2　案例剖析法　在中医学教学中引入叙事医学

元素，从医案、案例、医学典籍中寻求启发，有利于提

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对中医学的综合理解，培

养学生的仁爱情感，树立严谨求实的职业品质[9]。故

教学内容的设计，可以案例为索引，以问题为导向，通

过案例分析，解锁课程知识，寻找答案，并探索其中蕴

含的思政映射点。如教师在讲解中风病时，以案例为

引，引导学生寻找中风的病因病机，以及如何预防中

风；同时，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间俗语为引，让学

生了解卧床患者日常照顾的艰辛以及坚持做好预防

工作的必要性；同时，让学生明白健康管理的重要性，

使其树立职业自信；并以当代王春来照顾父母 12年

的感人事迹切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向榜样学习，弘

扬中华民族孝文化的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3. 2. 3　授课演讲法　团队合作+主题演讲可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教学效

果较好[10]。教师可选取合适课程内容，组织学生参与

授课，以小组为单位，团队合作，对相关课程进行自主

学习，并以PPT形式对其他同学进行授课讲解；讲解

结束后，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专业知识，并映射

思政内容。这项措施意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与兴

趣，培养医学生自主学习、探索知识，独立思考和分析

判断，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团队合作、沟通技

能，巩固加深专业知识的理解。同时，教师在补充时，

可引入诊治细节、漏诊、误诊等问题，引导学生尊重生

命、关爱生命，体会到裘法祖教授所言的“才不近仙者

不可为医，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的责任和使命感。

4 结语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性疾病逐渐占

据疾病谱的主要位置，这也加重了人民和国家的负

担，而为保障人民健康，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则需

要培养出合格的、德才兼备的医务工作者。对于中医

药院校而言，教育的底色不仅仅是教授学生专业医学

知识，更要为社会、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医型人才，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课程设置上，牢牢把思政

教育的内涵渗入其中，树德育人，培根铸魂。《中医内

科学》课程思政应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建立《中

医内科学》思政教学素材库，将“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中医文化自信”的思政教育内容融入专业课教学

中，打造出中医思政教育特色，使传授的中医专业知

识有厚度、深度与广度，更有思政教育、优良传统民族

精神的温度和饱和度。

表1　《中医内科学》课程中部分思政教育内容

授课内容

感冒

咳嗽

胃痛

鼓胀

中风

郁证

课程知识

“六气”和“六淫”的概念；延伸“疫”

咳嗽有外感、内伤之分，其病变重点在肺

胃痛病因、病性、病位及相关脏腑

鼓胀主要由酒食不节、情志刺激等因素诱发

中风是由肝肾阴虚阳亢，风、火、痰、气、瘀相

互为患所导致的，基本病机总属阴阳失调，气

血逆乱而卒中，重者中脏腑，轻者中经络

病因主要是情志抑郁；强调郁证药物治疗的

重要性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2003年非典疫情和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中，医疗公卫战线的责任担当

结合抗疫事迹，个人、家与国对抗击疫情的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数亿国民废寝

忘食奋斗的结果；避免暴饮暴食、饮食浪费

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饮酒风气盛行，

但这并不等同于酒文化；应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结合感人事迹，强调健康生活习惯、治未病、护理

的重要性

结合案例事件，强调已病防变的重要性

思政目标

①学生树立专业自信

②对中医学树立科学坚定的信念

①培养家国情怀

②培养职业责任感和担当

①传播健康中国理念

②培养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①传播和推广健康中国理念

②扬弃传统文化、习俗

①强调治未病理念

②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

①人文关怀和药物治疗相结合

②培养医德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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