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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讨 

——以嘉兴学院为例 

王凤华 孙丽艳 杨玲飞 王筝 石统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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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学院医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利用医学伦理学课程开展思政教学的学科优势及学校红船精神育人的地域优势，嘉兴学院医学院医

学伦理学课程构建了“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将红船精神融入课堂，通过课程教学的多元设计，在教学过

程中做好价值塑造与知识理论的实践应用，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与熏陶等，有效提升了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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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的精神内涵又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高度契合，也有

重要的育人价值。为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精神，解决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不断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促进高校专业课

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嘉兴学院弘扬红船精神，推进课程思政教学建设，其中医学院在医学伦理学课程的

教学中，探索了将红船精神与医学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深度融合，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医学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背景 

(一)医学伦理学课程开展思政教学的学科优势 

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将思政教育融到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以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根据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医学课程要在教学中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着力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注重加强医者仁心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精湛的医术、优良的综合素质和人文修养，做人民信赖的好医

生。2医学人文课是研究医学与人文关系，探讨人文发展、医学价值、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课程群。医学

人文课内容与思政育人理念更易契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更具有优势，而医学伦理学课程以医德素养、伦理规范和职业价值为核

心内容，是医学人文课程中的代表性课程。 

(二)医学伦理学课程运用红船精神开展思政教学的资源优势 

嘉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了中国革命起航的象征。[3]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

                                                        
1作者简介：王凤华(1978-),女，黑龙江五常人，嘉兴学院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人文教育;石统昆(1978-),男，黑龙

江尚志人，嘉兴学院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人文教育。 

基金项目：浙江省第一批课程思政示范基层教学组织及示范课程(浙教函[2021]47号);浙江省线上一流课程(浙教办函

[2021]195号);嘉兴学院实践教改专项(SJKC20072307-002) 



 

 2 

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文章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指出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4]嘉兴学院深

入开展红船精神的理论研究，并深入挖掘红船精神的育人价值，使其成为红船起航地大学思政教育独特而重要的教育资源。 

二、构建“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围绕红船精神的精神内涵和课程的专业内涵，为了在加强学生专业内容学习的同时提升他们的伦理素养和精神境界，我们

在医学伦理学课程中搭建了“一核两翼三联八融合”(“1238”)的“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简称“1238 模式”,见图

1。该模式希望通过红船精神(一核)的引领，实现价值塑造和本领提升(两翼)共振的目标任务，具体又依托课程教学、实践应用、

文化氛围三个方面(三联)进行联合推动，希望通过将红船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相融合，实现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价

值理想、正谊明道、医者仁心、大医精诚、求真求实和协同合作意识(八融合)的思政育人目的。具体来说，将红船精神中的首创

精神与医学伦学课程中的创新解惑、大医精诚、求真求实、协同合作进行融合，将红船精神中的奋斗精神与课程中的社会责任、

价值理想、大医精诚、求真求实进行融合，将红船精神中的奉献精神与课程中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价值理想、正谊明道、医

者仁心、大医精诚进行融合，努力培养学生作为医者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学生成为一个有品格、有追求、有奉献的人。

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强化“课程+实践+文化”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图 1“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三、“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一)课程教学的多元设计与实施路径 

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是实现好“1238模式”的主渠道，起到关键作用。为此，我们在课程教学全程中融入“红船精神+”

课程思政教学，把红船精神和课程自身的育人元素融入课程目标、内容模块、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实施以及教学资源建设中，设

计了多元混合教学设计与实施路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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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医学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多元设计与实施路径 

通过多元混合教学培养学生解决复杂临床情境和攻克时代前沿伦理难题的创新能力、高阶能力和高级思维。同时基于 BOPPPS

模式(即导言、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充分发挥学生在教与学过

程中的主体作用。教学中采用案例式、启发式、体验式和探究式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完成好课前预习的自主学

习、课程导言的兴趣激发、课堂教学的互动互助和参与感悟、课内总结的融合展望、课程延展的长效学习等过程，形成课程教学

过程的多元学习机制。在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的过程中，融合了知识、能力、素质和思政育人，最终实现价值塑造和本领提升的

目标任务。 

(二)教学全程做好价值塑造与知识理论的实践应用 

高校教育是一个系统学习的过程，课题组将“1238 模式”融入到医学伦理课程的教学全程，努力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理论过

程中实现价值塑造。红船精神包含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程教学中积极引入医学中有

关创新的例子，如青蒿素的有效提纯用于疟疾治疗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将 SARS抗体血清注入医生体内试药的冒险与成功；手臂

种植人体耳朵实现自体移植的首创与解困等。通过这些例子激励学生原创首创和守正创新，养成求真求实和大医精诚等素质。红

船精神包含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课程中引入跨越民族和国界只为救人的白求恩、一生践行医者仁心的林巧稚、90多

岁仍坚持每周出门诊的马玙等例子，激励学生坚定理想和奋斗进取的精神，养成社会责任、价值理想和大医精诚等素质。红船精

神包含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在课程中引入例子，如信任托付的医患共同体，新冠抗疫援鄂的最美逆行者，给患者的

第一张处方是“关爱”等事例，阐述大爱无疆和精神情怀，激励学生尊重生命和精诚奉献，养成家国情怀、正谊明道和医者仁心

等素质。通过选用学生们喜爱的案例，把课程内容贯通联结起来，让学生感同身受地学习医学伦理知识。 

另外，为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应用与锻炼机会，课程中积极引入时代前沿伦理难题和社会焦点问题讨论，通过案例集、图片集、

视频集、情境体验、仿真演练、角色扮演、模拟法庭等方式进行逻辑推演、创新求解和价值感悟，展开探秘寻宝式的教学，让学

生在练习和应用中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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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学习与锻炼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路径，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制作伦理微视频，统筹规划之后

写剧本、选演员、拍摄、制作、导演和分享等，把知识转化成为了本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社会热点问题，通过拜访模范

医生和参观示范科室等方式切身体验医生的责任和使命。建设慕课《医学伦理与生命健康》,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课程平台，

也使课程有了更好地延展，更全面地实现能力与素质的培养。 

(三)教学环境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与熏陶 

人的思维观念和意志行为受到文化氛围和周边环境的影响，良好的文化氛围的营造与熏陶对课程教学可起到重要烘托和培

育作用。在教学中，应注重校园文化对课程教学的助力作用，形成学校红船精神铸魂育人的良好氛围。 

我们将学习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的理论成果、参观红船精神育人展示馆、利用“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研中心的教学资源等

与“1238 模式”进行整合，让学生在感性认识中把抽象知识内化成为自己的学识。另外，校园建筑、楼宇文化、路标指引等方

面都印着红色文化符号，如明德楼、仁心楼、博学楼、方正大道、求是路等。在校园中还开辟了特有的人文医学文化展示，如建

立杏林园，竖立大爱碑、无语良师碑，建设了生命医学体验馆、医学名家长廊和医学人文实践基地等特色环境。每年清明节，师

生一起清扫无语良师碑，向大体老师敬献鲜花来表达敬仰。有学生生日当天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表示要让自己的生命多

一点意义。学生在校报投稿《谈医学教育中的大医精诚》中写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健康，给患者带来心灵的慰藉。”

优质的人文医学和文化氛围为课程学习提供了教学环境，提升了学生的精神素养，坚定了师生们不断进取的信念，促进价值塑造

和本领的提升。 

四、“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教学成效 

嘉兴学院医学伦理学课程通过“红船精神+”的价值引领，“课程+实践+文化”的联合推动，使学生学会了从更高远的眼界

和更宽广的胸怀来学习医德伦理的理论观点、原则准则和规范体系，能够辨识临床诊治、医患关系、器官移植、科研、生殖和死

亡等不同临床情境中的医技问题和/或伦理问题，提升了思想境界和伦理素养。能够合理运用专业知识，形成辩证思辨能力，取

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2021 年 12 月，随机选取 2019级大三医学生 205名对医学伦理课的“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进行评价打分，63.9%的学

生对课程非常满意，35.6%的学生比较满意。学生更多地给予了积极和肯定的评价，对课程内容、设计、难易程度和推广效果都

非常认同，认为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感受到了责任使命和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境界。 

课程学习后，学生对大学生活、人生目标等有了新的认识，学生更加积极参加社团、义工活动，参加科研团队、挑战杯、学

科竞赛等活动不断挑战自我。所教临床医学生中，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分别为 26、29和 39篇，考研

录取率分别为 31.9%、47.7%和 55.9%。学生更加懂得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成为这样的人。 

课程教学团队定期组织集体备课、经验分享和课程思政等教研活动，不断提升教学能力，团队获批浙江省第一批课程思政示

范基层教学组织，医学伦理学课程获得 2021 年度浙江省线上一流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获 2021 年度浙江省高校创新大赛

课程思政专项赛二等奖、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特等奖和课程思政教学微课优秀奖等奖项。课程教学氛围良好，学生对教师的学、

评、教评分一直居于学院前列，督导组专家在教学实践中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2019年 9月，自建慕课在智慧树课程平台开放，

已有 12所高校选用；2020年 2月在嘉兴市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平台公益开放，已有 2万余人次参与学习。 

总而言之，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学科互构、精神互融、资源共享与方法互鉴”[5],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是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高校教育教学需要结合地方区域发展，围绕自身文化特色优势和专业课程内涵，注重实践应用，营造文

化氛围，实现价值塑造和本领提升，构建符合人才培养需要的“文化特色+专业内涵”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服务地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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