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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专业课程思政是实现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同向相行”的根本举措。内科学课程为医学

教育中的核心课程,要实现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教学效果。通过梳理内科学各系统知识点蕴含的思政元

素,融合专业知识,确立内科学课程思政目标,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实现课

前、课中、课后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探索全新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旨在培养立足中国大地、服务

中国人民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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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to realize the 

"same direction and mutual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ternal 

science course is the core course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unified. By combing internal science system knowledge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fus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stablish internal science course education goals, using on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to realize before class, class, after class,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explore the 

new course teaching education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ims to cultivate based on China, serve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of excellent med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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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明确要求：“要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发挥好每门课

程的育人作用”为课程思政建设在教学中真正落地推进指明了

方向[1]。 

内科学课程是临床医学重要的核心课程,不仅承担着传授

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任务,还肩负着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人文素

养的重任。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课程思政探索与

实践,旨在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提升

教学效果和学生综合素质[2]。探讨如何在内科学课程中有效融

入思政元素,使学生在掌握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和职业道德观,借助线上资源的丰富性和线下互动的深度,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

着现实积极意义。 

本文以内科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合,以及在混合式

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为主题,其核心是挖掘内科学各专业知识点

背后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贯穿在内科学教学的课堂内

外[3],以混合式教学为载体,落实内科学课程育人、育才相结合

的课程思政目标,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目

标,探索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1 课程思政目标的确立 

内科学课程既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注重专业

知识和技能培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我们

团队根据内科学课程思政要求,从课程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出

发,深入挖掘相关思政素材和元素,进行整合融合后形成“个人

修养、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医学人文、科技创新”五个方面

的课程思政目标体系。并将这一目标体系贯穿内科学课程思政

教学始终,使其成为内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的一条主线。在专业课

程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让他们

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重要性和社会意义,激发他们为国家和人

民的健康事业贡献力量的热情；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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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让他们了解医生的职责和使命,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

业道德观,培养他们的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培

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沟通能力,让他们了解患者的心理和情感

需求,学会与患者沟通和交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让他们了解科学研

究的方法和意义,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提高他们的

科学素养和科研水平。 

在内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确立过程中注重“术道结合”

的观念,深度拓展教学内容、潜心挖掘思政元素,运用混合式教

学模式,采取角色体验、情感模拟、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

进行思政实践,重点在加强医学生的信念教育、理想教育、职

业精神教育上下功夫。引导学生通过体验式思考,实现理性认

知和情感共鸣与行为认同,达到润物无声,知行合一的教学效

果。如图1。 

 

图1  内科学课程思政目标 

2 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及方法 

2.1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内科学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中,贯彻“全程育人”的理念。

从我校医学生的自身学情出发,遵循学生成长规律,立足人才培

养目标和学科优势,进行系统设计,在教学目标的制定过程中注

重“术道结合”,深度拓展教学内容。将育人贯彻在“课前、课

中、课后”全过程。 

2.2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开展思政教学主要用到的教学方法有：典型案例法、叙事

法、言传身教法(教师)、感同身受法(学生)、情境代入法、观

看纪录片、宣传片、身体力行法(社会实践)等。 

2.3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内科学课程思政 

2.3.1课前：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独立思考能力,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发布教学任务或者思政素

材,设置讨论话题,对即将开展的教学内容进行启发和引导。 

2.3.2课中：详细设计知识点和技能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巧妙设计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将思政内容和知识点有机融合

并潜移默化的渗透至课堂教学活动中。通过PBL、案例式教学、

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现

和探索未知、思辨创新等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融入课堂教学和

床旁见习中,养成科学精神,具备初步的科研思维。学习课程领

域的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标准、

鉴别诊断和治疗原则。熟练掌握后,通过案例式教学和床旁见习,

形成初步的临床思维能力。在临床见习实践教学活动环节,以小

组床旁教学为主,通过床旁练习对患者进行问诊、体格检查、分

析患者的临床资料,给出初步诊断和治疗方案。通过观摩和练习

各系统疾病涉及的常用操作,观摩各系统疾病诊疗新技术,具备

初步的临床操作技能。在见习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以培养医患沟

通、团队协作、敬业奉献、思辨创新的职业素养为主。 

2.3.3课后：老师借助教学平台或者云班课堂发布拓展学习

资源和作业,临床案例剖析、医学热点评议、传递正能量,建立

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亦师亦友。达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的目的。 

3 混合式教学下课程思政融入与实施 

3.1挖掘思政元素,明确思政内涵 

我们立足新医科背景下高等医学院校,线上、线下混合式课

堂的教学模式,通过对内科学课程知识点所可能涉及到的课程

思政元素进行梳理及挖掘,将思政教育的理念置入内科学课程

的教学大纲及教案设计中。这不仅符合新时代医学教育改革的

要求,也为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内科学涉及人体七大系统疾病,思政元素内容丰富多彩,但

分散零碎,未进行系统整合梳理,因此,需要在内科学思政元素

深入梳理挖掘的基础上,进行有序、有机融合,然后再系统有序

地贯穿于课堂实践教学过程,实现内科学知识传授与课程思政

的有机融合。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有机融合,实现“润物

无声”“入微入味”的思政教育理念。我们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

在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兼顾的同时提出思政目标(素质目标)要

求,按照大纲要求的知识点进行思政元素贯通,案例书写,思政

目标达成以及课堂呈现形式,借助混合式教学模式,以线上播放

视频资料、发布讨论议题等多种形式,实现课堂外有延申,课堂

上有讨论及引领,逐步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中,培养学

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道德,促进其全面发展。在教学设计

及实践过程中形成思政素材库,并设计融合方式,形成可以落地

的教学方案。见图2 

 

图2 课程思政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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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维度相结合的课程评价

体系 

3.2.1课程考核评价机制与评价方法 

以体现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相结合的评价机制为主导

进行课程评价。成绩分为平时成绩(占比40%)和卷面成绩(占比

60%)。其中平时成绩主要以课堂活动参与情况、线上学习完成

情况、作业提交情况、床旁见习时参与及表现情况分A(优秀)、

B(良好)、C(及格)D(不及格)由理论授课教师、见习带教老师、

线上学习指导教师分别进行评价。对于学生素质评价采用学生

自评、教师评学、患者对医学生满意度评价三个方位进行评价。

学期末按照权重进行赋分,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一起汇总计算

后得出最终成绩。 

3.2.2课程思政教学后的辐射作用 

《内科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建立了知识-技能-素

质三位一体的课程标准,课程思政整体教学设计、教案、素材库

的建设丰富了临床教学内容,形成了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及方法,

为其他临床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借鉴和支持。在实践的

课程中我们也发现,课程思政要进行的“入微入味”、“盐溶于水”

更需要教师不断的提高自身修养、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和教学方

法,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利用好互联网+,人工智能

工具,用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帮助教师快捷、高效适应教育改革

的需求,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素养的医学人才。教师参

加各种教学能力、课堂创新竞赛成绩也日渐突出,指导学生参加

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大赛、临床技能大赛等各类大赛并取得优异

成绩,形成了教师示范引领、言传身教,学生以赛促学、德技并

修的成效。 

4 总结 

育人和育才是人才培养的两个方面,育人是根本,育人的根

本目标是德育。医学高等院校在解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出发点就是要培养立足中国大地,服务中国人民的具有高尚思

想品德和正确价值观、具有良好医德医风和敬业奉献精神、具

有坚定理想信念、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医学人才。

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是实现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同向相行实现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法。因此,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内

科学课程思政建设,既是内科学课程教学的内在动力,也是实现

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我们立足于医学人才培养目标,从内科学

教学大纲出发,深入挖掘各系统各知识点蕴含的思政内涵,确立

了个人修养、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医学人文、科技创新五个

方面的课程思政目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课前、

课中、课后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将课程思政目标由课堂内延申到

课堂外,实现全方位、全过程育人。在实践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医

学院校教师的标杆和引领作用,用教师的自身修养、价值引领乃

至个人魅力进行“身教”。用思政素材进行“言传”落实思政目

标。同时在实践的课程中我们也发现,课程思政要进行的“入微

入味”、“盐溶于水”更需要教师不断的提高自身修养、不断更

新知识储备和教学方法,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运用

好互联网、人工智能实现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帮助教师能够更

好地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素养

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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