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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的立品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如何让思政教育更生动立体是思政课堂上面临的普遍问题。

本文提出在思政教育多样化的机制探究中,把思政教育和医学特色结合起来,将思政融入医学科普,充分

展示学生们的专业所长,激发同学们内心的责任感,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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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a university lies in moral education. How to m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re vivid and stereoscopic is a common problem face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es. In the 

diversified mechanism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mb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ully display students' professional strengths, stimulate students' inn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establish correct soci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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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是各大高校工作的

生命线。国家领导人强调,思政课是落实铸魂育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课程,“思政课不仅应该在学生的课堂上讲,也应该在实践生

活中讲”。 

科普是提升思政素养的重要手段。高校的思政教育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与之相应,科普可以贯穿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相

比受到时间和空间局限的思政课堂,科普活动更增加了思政教

育的广度和深度。2022年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在奋进新征程中,科普应当在服务“国之大者”的思政

教育中有新作为[1]。进入新时代,科普更应在四个方面发力。一

是推动构建高质量科普服务体系；二是持续提升科普服务能力,

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三是切实提高科普组织力、动员力,推动

科技志愿服务与文明实践相结合；四是科普聚力协同发展,服务

党和国家大局。[2]开展形形色色、为大众脍炙人口的高校科普

服务,促进思政教育工作融入科普,一方面有利于鼎新科普工作

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作出伟大奉献。 

为了更好地提升思政课程育人效果,本文从医学生的角度

出发,提出将思政教育与医学科普相融合的模式。将思政元素内

化于高校医学科普的全过程中,从而发挥学生专业优势,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新时代下传统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 

屹立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历史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时代背景下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

处境、新目标、新发展。 

1.1从时代背景来看 

21世纪是信息技术与网络运用高速发展的时代,受新时代

互联网的思维冲击,网络早已成为大学生们学习和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为大学生提供了求知学习的新路径,也拓

宽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学习空间。这种学习空间的扩展使得每个

人都拥有了平等的学习权利与机会。当然,网络文化是把双刃

剑。区别于现实世界的包罗万象,虚拟的网络世界存在着局限

性。网络忽视了大学生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导致大学生个体

思维空间发展逐渐片面化。层出不穷的网络热点也养成了学生

们被动接受信息的坏习惯,形成思想的僵化。同时网络传播具有

扁平化特点,人人都有发言权,这使得各种文化肆意流淌。许多

如：丧文化等,虽然披着“自由的创作”“艺术的表达”等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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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难让大众相信这样的文化是否具有积极向上的生命状态,

它们很可能会让青年一代扭曲现实,形成颓废、消极、麻木的生

活态度。而网络社会的隐秘性会使部分大学生误以为可以在不

受监督的情况下,抛弃伦理道德于不顾,隐瞒个人身份,自由发

布信息,产生忽视法纪观念的不良心态,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因此如何在互联网思维对高校学生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影响

下,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提高学生自制力与

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也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 

1.2从高校学生自身特征来看 

作为“95后”“00后”的大学生们,其特点是思想活跃、个

性突出、理念自主性强。传统的以课堂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倘

若不加以创新和完善,照本宣科式地宣讲则难以收到良好的效

果。故而思政教育的创新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强调学生的

参与感,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潮流中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引导学生将思政课程与专业优势相结合,在实践活动

中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不断拓展思政教育的内

涵,探索思政教育新路径。 

1.3从中国语境来看 

价值观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精神上

的钙”的意义。民族复兴不只是经济的崛起和制度的建设,它还

包含着民族的自我肯定和认识。换句话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

表现在整个精神状态上。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对内要不断坚定“四

个自信”的教育,不断增强历史定力。 

2 用好百年党史大宝藏,红色文化让思政教育“活起

来”[3]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党的伟大精神、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前

进动力,也是我们讲好“大思政课”最生动、最丰富、最现实、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在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党史教育、

科普、思政教育融汇一体,要创新方式方法,务求实效。通过科

普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党史的兴趣,变“被动学”为“我要学”,

保证党史学习教育入人入脑入心。这不仅要学好第一课堂,还要

挖掘第二课堂。通过鲜活的形式达到学习成果服务于实践的目

的。例如：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湖北科技学院医心科普工作坊

的学生们激情唱响改编版《少年》,点燃了湖北科技学院“医路

向党”首届医学科普讲解大赛。在歌声中,同学们表达了对党、

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在比赛中,选手们从恢弘壮阔的百

年党史里择取经典故事或人物与医学科普讲解有机结合起来,

呈现出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对决。在丰富的校园活动中,学生既

是受教育者,也成了参与者和传播者,重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传承医学生救死扶伤的精神, 

而在今年建团百年之际,医心少年再次唱响“五四版错位时

空”,跨越百年与先辈对话。岁月更迭,理想不灭,立远大志向,

续先辈信念,我们要拒绝错误的文化潮流,坚定地走出一条自己

的正确的路线。这首歌体现了青年学生应同前辈们一样,不断探

索,努力实践,用平凡开拓祖国大地,为祖国医学发展献出自己

的青春和汗水,将铿锵誓言化为坚定行动,在这错位时空里,我

们与先辈携手并进,为着同样的理想而不懈拼搏,点燃湖科医学

新星,共续中华医学之辉煌历程。从《少年》到《错位时空》,

对当红网络歌曲的改编在湖科学生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也

体现了讲好新时代的思政课就要立足于我们正处的网络时代,

强化传播意识,实践意识,故事意识,以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内

容生产,输出一批既有深度,又接地气,兼具思想性与观赏性并

存的教育资源,让思政教育“活起来”。 

3 让思政理论照进社会实践,打通“思政小课堂”与

“社会大课堂”[4]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与实际结合是

新时代在高校开展思政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推进方向。“大思政

课”的“大”[2],其理论要义在于实现课本与现实相结合、理论

与现实相统一,关系到能否将思政科普讲得有温度、有力度、有

效果。因此要增加思政教育的魅力、张力和活力,让思政教育沁

入日常生活,则不应让课堂局限于固定场所,既需要“润物细无

声”,也需要“飞入寻常百姓家”。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

在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感悟和体验理想信念教育。医心科

普工作坊的发展是我校推进志愿服务与教育教学双向促进的生

动实践。近年来,我校立足学科、学院特色,将发挥专业特色与

服务地方相结合,组建23个不同类别的志愿者小分队,并为每个

小分队配备优秀博士、辅导员作为指导老师,以促进志愿服务的

专业化、项目化、品牌化。其中我校人体解剖学副教授林莉带

领着医心科普工作坊的学生志愿者们,秉持着公益医学科普的

初心和使命,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活动。[5] 

“地摊急救”：为城市烟火气“升温”。2020年7月,每到傍

晚时分,咸宁市人民广场霓虹闪烁,林莉教授带着我校的学生志

愿者们向市民普及“公益急救”知识。在他们的努力下,让医学

科普变得“接地气”了许多。用科普的温度去温暖周边人的同

时,提升自我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在成功的阶梯上不断攀升。朝

气蓬勃的少年,慢慢潋去最初的稚嫩,变得愈加成熟与稳重。 

“云上科普”,在科技和团队的加持下,实现一地科普多地

观看,将科普急救知识传播得更远更广,让科普不在有距离,让

科普变得更加高校,人人皆可看科普,让思政教育不再有边界。 

“医心小讲堂”,同学们在讲堂中能学到多元化的知识,比

如“考研小经验”,“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同伴教育模式

下的医学科普”等等,从共同提升专业特长到探讨时下科研热点,

成员们的思维火花在这里碰撞。 

“科普进校园”,将科普课堂带进当地中小学校园,让思政

教育以科普的方式与小朋友们见面,我们用实体教具,小游戏互

动,有趣的歌曲,让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了解到更多的医学小常

识以及日常急救方法。 

从校内到校外,从学生到市民,把科普的种子播撒向广大群

众的内心。这样的科普活动践行了一代代医学人学以致用、回

馈社会的初心；同时也让医学生志愿者们深切体会到医学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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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圣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普通的知识之学、记诵之学,而是要通过

切实的体验从而形成价值信仰。我们作为现代公民,生存于社会

之中,不应是冷漠的,而应拥抱公共生活,学会生存,学会共处。

这也考验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即“个体与社会的结合”,我

们的教育也应避免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此如何告别

功利化的教育,成为现代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前,一些学生

因价值观缺失而导致一种“无意义感”,其原因就是他们的内心

只有自我,而没有更广阔的目标和追求,因而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仍然会觉得“忙碌但不充实”。因此,为了激起学生们的社会责

任感,我们要将思政教育融入公益活动中。大数据显示我国的心

理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为了给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送去温暖,呼吁人们关注心理健康问题,湖北科技学院医心科普

工作坊了举办“衣暖人心,爱不闲置”捐衣活动,为精神科病人

捐赠衣物。众多学生纷纷参与捐献,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此次捐赠活动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精神病患者并不可怕,他们

只是暂时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我们应给予的是帮助而不是漠

视。同时也让我校医学生明白在往后的职业生涯不单单是治病

救人,更多是要有医者情怀,心怀仁爱之心。 

4 结束语 

我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爱国始终是青春最亮丽的底

色。思政教育绝不只是单纯的课堂讲授,而是带领学生们用脚步

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

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才能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让思政教育真

正刻进每一位学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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