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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志愿服务是医学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医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本文从医学生志愿服务的概念出发，探讨构建医学

院校志愿服务育人模式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志愿服务育人模式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及优化路径，发现志愿服务育人模式，不仅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增强教

育的实践性和实效性，并能提升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时代感，

这也为未来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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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olunteer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 which helps medical students form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enhances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medical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model of volunteer service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effect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model of
volunteer service education on medica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inds that the
model of volunteer service education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enhances the practic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It can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sense of The Times, which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Education model of volunteer service; Medica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Effect and path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医学

生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应具备高尚的职

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医学生培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

世界观
[1]
。然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在实践性和互动性方面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和社会责任

感。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实践性强的育人模式，为医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医学生能

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践行医者仁心的理念，增强对社会的

认知和责任感，同时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因此，探索志愿

服务育人模式在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效果及其优化路

径，不仅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为培养德才

兼备的医学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将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层面，分析志愿服务育人模式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医学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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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医学生设立志愿服务育人模式的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下，医学生更容

易接触到各种信息，不同文化的激烈交流对学生的价值观念

和思维方式产生显著影响，但是传统的理论学习方式在对当

代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显得力不从心。志愿服务，作为

实践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通过丰富、有趣且有意义的活

动，医学生深入基层，接触社会、理解社会，关爱弱势群体，

帮助医学生逐步建立起对社会的基本道德认知，深刻地理解

医疗服务的使命，使医学生意识到医疗事业的崇高与艰辛，

促使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在追

求医学事业的同时，始终铭记医者仁心的本质，将道德观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

（二）有利于医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医学是高度实践性和专业性的学科，医学生在校期间需

要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并加强临床思维和综合技能的培养。

而志愿服务，是能使医学生能在实践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志愿服务中，医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医疗场景，能直

面各种医疗问题，遇到不同的患者群体，与患者的交流和互

动，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还能培养其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

责任感。

二、志愿服务育人模式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

（一）提高医学生志愿精神的科学发展培养

医学生志愿精神培养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3]，对于医

学生而言，志愿服务不仅是专业技能的实践平台，更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目的是为发现和遵循培养志愿精神的

规律性模式，以促进这一过程的科学化。志愿服务育人模式，

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社会服务，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消除

阻碍发展的消极因素，吸收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个过程

帮助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志愿精神培育的规律，为医学生志

愿精神的培育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实践方向，推动实践向科学

化方向发展。

（二）推动医学生服务奉献价值观的系统培养

在推进新时代医学生服务奉献价值观的系统性培育上，

主要目的是缩小医学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推动学生

全面发展。在志愿服务中，医学生被志愿精神所体现的无私

奉献和互助精神所感染，能更深刻体会到帮助他人、服务社

会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并激励医学

生认同并传承这些价值观。通过志愿服务为医学生提供一个

广阔的视野和多元的实践平台，来培养新时代医学生的服务

奉献精神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实现志愿精神与大学精神的可持续融合

大学精神是高等教育机构独特的精神财富，包含深厚的

人文精神，还强调对社会现实和人性发展的关注，对于服务

和奉献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志愿精神，是医学生内在的道德

关怀和责任感的体现。在新时代，医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与

大学精神的内涵是相互融合的，这种融合不仅能帮助营造和

谐的校园文化，对社会和国家产生积极的精神影响，并且这

种融合是可持续融通的，通过动员协同育人、能动接受、评

估反馈和激励保障等力量，不仅实现志愿精神与大学精神的

和谐共生和内在一致性，也能随着培育机制的不断优化而得

到加强，实现让医学生不仅在知识和技能上得到锻炼，更在

思想和情感上得到全面的成长，促进实现志愿精神与大学精

神有效融合，这也为学生未来的医学实践和社会贡献奠定坚

实的基础[4]。

三、志愿服务育人模式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优化路径

（一）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医学教育领域迫切需要加强医学生

在医学人文素质方面的培养，以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综合

素质，这对于保障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推进医学教育改革

以及满足公众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

志愿服务的医学生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不

仅要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来丰富和展示自己的医学技能，

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目标，还要在真实的社会实践中体验患

者的需求和社会的多元文化，比如，参与社区健康宣教、关

爱孤老、助残等志愿活动时，能增强其对人性的理解和同情

心，实现培养其人文关怀的意识。[5]同时，在活动之后的反

思和交流，能促使医学生深入思考医德医风、专业伦理等问

题，引导学生能直面社会实际问题，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教育培养理念的创新

在培养医学生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方面，传统的教育观

念和单一的教育方法已不足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医学教

育需要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改进，包括更

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案、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实践教学

和鼓励自主学习等，并深入思考如何有效利用志愿服务活动，

以实现教育内容的全面融合，并发挥其在新时期医学生培养

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促进医学教育的全面发展与创新，

（三）健全医学生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

医学院校需要提升对医学志愿服务的宣传力度，如校内

宣传栏、网络平台、志愿服务日志等，并加强引导，以营造

积极的志愿服务文化氛围，因此，为充分激发医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的热情，广泛宣传在志愿服务中表现优异的个人和事

迹，营造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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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深化和提升。

定期组织志愿服务评优活动，通过评选“优秀志愿者”、

“志愿服务之星”等，树立先进典型，利用这些典型案例来

激励和带动更多医学生投身于卫生健康领域的志愿服务。并

应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对每位医学生的奖励进行详细记

录，包括学分奖励、荣誉称号、奖学金评定等，作为其个人

发展的重要参考，来激发医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还

能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后续在评选优秀个人和团队

时，评选时也应优先考虑那些长期参与并表现突出的医学生，

以此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志愿服务育人模式在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通过志愿服务的实践，医学生不

仅提升了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意识，还在潜移默化中加强

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和奉献精神。本文通过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教育

培养理念的创新、健全医学生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拓宽医

学生志愿服务的内容等优化措施，来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育

人模式的实际效果，确保其在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持续

性和有效性。未来，应加强志愿服务的组织与管理，并在政

策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这种育人模式能够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成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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