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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妇产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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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德树人是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使命。妇产科学是一门关乎生命和健康的重要学科，将课程

思政教育融入妇产科专业课程，对塑造医学生的品格非常重要。文章以妇产科学课程思政为契入点，

对其必要性、现状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创新理念，构建课程思政与妇产科学专业课程相融合的

内容体系，完善其保障体系，来全面提升医学生的道德素养，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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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

的根本在于立德。”[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系到培

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课程思政建设能为医学生的医德培养提供

良好的途径。妇产科学主要研究女性疾病的病

因、病理、妊娠、分娩等内容，是一门富有人文

关怀及人情温暖的临床学科，在妇产科学的课程

中需要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和道德素质培养。因

此，妇产科学课程思政建设尤为重要，既能帮助

医学生掌握好临床知识与技能，又能培养他们成

长为一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优秀医学人才[2]。 
    一、妇产科教学中课程思政构建的必要性 
    (一) 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妇产科学课程思政

的迫切性 
    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但

无论何时，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要一以贯之。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

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不仅需要一

个身体上健康的中国，还需要一个思想上健康的

中国。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思想和意识容易受西

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

容易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在信息化时代，大

学生比以前的学生的人际关系更趋复杂，互联网

信息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因此，思考

和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大学教育者应高度重

视。尤其对于医学而言，它是研究疾病和健康的

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不仅具有自然科学属

性，还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其关乎生命、

关乎健康，需要培养学生救死扶伤的大爱精神。

因此，课程思政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尤其是妇产科学，面对的群体是女性，同时还

涉及女性隐私保护，对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要

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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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新时代的广泛运用，医

学热点网络事件层出不穷，部分医学生不能客观

地辨析信息内容真伪。近年来警方通报多起泄露

患者信息案例。比如，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东港

分局接群众举报，一医生疑似在网上直播妇科手

术片段，公安机关迅即进行调查核实。经查实，

已对日照市中心医院涉事医生厉某某刑事拘留，

提请批捕，依法依规注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予

以开除[3]。厉某某丧失职业操守的行为，突破医

德底线，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为切实提高

医学生，特别是妇产科学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

对妇产科学课程思政进行改革，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二) 贯彻落实国家课程思政改革创新的需要 
    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20 年 5 月，教育部出

台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高

等教育课程思政内容重新进行了整体设计，并对

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总体目标和重点内容进一

步予以了明确。相关文件指出，高校思政课教学

要准确把握时代潮流，积极回应时代需求，紧扣

时代脉搏，把价值引领与塑造，贯穿大学教育、

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多种形式共融育人长

效机制[4]。因此，围绕妇产科学实践中面临的各

种困难和问题，着眼于医学生的真实生活和长远

发展，需要将医学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

育有机结合起来，将过去单一的思想政治课程育

人的形式转变为专业课程思政育人的形式。通过

将政治元素全课程、全方位、全过程有机融入

专业课程教学中，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理想信念渗透到专业教育中去，开启以课程思

政改革为主要形式的“大思政”教育新时期。

通过相关议题的引入、引导和讨论，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拓展高校思政课教育资源和教

育空间，推动教师转变教学方式，让医学生在

自主辨析的思考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促进医学

生思想政治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同时，医学

院也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将课程思政融入医学

教育全过程，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引

导医学生找准角色定位，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明确职业责任，强化职业担当。 
    (三) 妇产科学课程思政改革的学科要求 
    课程思政建设是提升妇产科医学生人文精

神，厚植妇产科医学人文情怀，提高妇产科医

学生的个人素质，实现妇产科医学生德智体美

劳的整体发展的必然路径。在课程思政开展过

程中，可以将具有高尚人格的“医学大师”的

相关案例与专业知识相结合，激发医学生从事

专业的热情，提升医学生的医德。比如，“万婴

之母”林巧稚为了妇产科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毕

业精力，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坚守岗位，完成了 6
个婴儿的接生工作。林巧稚用自己的行动和成

就完美地阐释了她一生的理想信念[5]。利用经典

案例，不仅能够激发妇产科学专业学生向榜样看

齐的意识，让他们不断学习进取、秉持初心、

牢记使命，切实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还能

够通过对一些不良医生恶劣行径的强烈谴责，

坚定学生自身的职业操守。因此，高校应通过

课程思政建设，将妇产科学专业学生职业道德

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育，引导学生做德艺双馨

的好医生。 
    在传授妇产科学专业知识时，不仅要增加素

质教育的内容，还要突出课程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作用，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及焦点问题进行分析。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研究表明，孕妇比普通人群更容易受新冠病毒的

影响。《美国医学会杂志·儿科学》对 18 个国家

2 100 多名在医院登记的孕妇进行了研究调查，

发现与未感染的孕妇相比，携带新冠病毒孕妇

的重病、早产、妊娠并发症，以及死亡的风险

更高[6]。面对这些防控难题，在妇产科学的专业

课之路上，迫切需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导，

提升其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不仅能让学生认识

到妇产科学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而且能使学

生更为深刻领悟到课程思政内容所体现的社会

品德，并进一步培养妇产科学生恪尽职守、甘于

奉献、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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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观。 
    二、临床妇产医学传统课程思政的现状与存

在的问题 
    (一) 对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在我国还处于摸索阶

段，其所涉及的教育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高等

院校对于课程思政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主要表现

在部分院校只停留在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阶段，

没有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根据

具体院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思政学科建设。部

分院校只是简单地将思政教育划归为马克思主

义学院等教学部门进行管理，未能站在全校的高

度上审视课程思政建设。以妇产科学为例，现阶

段妇产科学专业教学中对思政元素的重视程度

不够，专业学科教学仍然是一枝独秀。一方面，

从事妇产科学教学的教师大部分毕业于医学院

校，通常仅教授专业知识和技术，将思政内容融

入课堂的自主意识差。倘若有些授课教师自身

政治觉悟有限，思想政治教育就更难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妇产科学专业的学生注重学习专业

知识和技能，即那些可以直接转化为实践的知

识。在他们的眼里，课程思政教育是“虚”的，

是可有可无的。加之妇产科学不仅需要教授的

内容多，而课时又很有限，授课教师若在课堂

上只注重教授专业知识，那么思政教育只能“靠

边站”。 
    (二) 妇产科学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脱节、

“两张皮”的现象仍很大程度存在 
    就妇产科学教学来说，妇产科学教师主要围

绕着临床专业知识去备课及授课，围绕着职业资

格考试的内容进行教学。很多妇产科学老教师对

思政教育内容研究不深，妇产科学专业的学生很

难从专业课程中汲取精练的课程思政内容。而专

职思政教学的老师，在授课时总以时事政治为背

景，很少联系相关的妇产科学专业案例，妇产科

学专业的学生也较难从思政学习中获得有益的

启发。长期以来，妇产科学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

脱节、“两张皮”的现象还很严重，还没有从根

本上改变过来。 
    (三) 妇产科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单一、

手段落后 
    长期以来，妇产科学教学中思政的内容以单

一的理论灌输模式为主，没有将思政内容自然而

然地渗入教学中。由于思政教育与妇产科学专业

教育分属不同学科，将课程思政恰当地融入妇产

科学专业教学实属不易。尤其在当前的思想政治

教育中，方法还很单一，氛围也很沉闷，师生之

间缺乏互动，教学效果不佳。大部分妇产科学教

学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如何落实课程思政”上，

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研究不够[7]。在课程思政教

授过程中，教师除了布置任务外，并不能给学生

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教学质量堪忧。这种教学模

式仍是“新瓶装老酒”“灌输式”的教学。 
    (四) 课程思政教育效果评价机制有待完善 
    相较于课程思政而言，对妇产科学专业课程

教育效果的评价相对容易。例如，可以通过考试

等方式对学生妇产科学专业知识的理解情况进

行考察，学生的考试成绩可以反映学生对专业知

识的理解掌握情况。但是与妇产科学专业课程相

比，课程思政缺少相对成熟的考核方法。并且课

程思政涉及内容广泛，在教学实践中实施路径多

样，考核哪些内容、考核标准如何明确等实际问

题尚不明晰[8]。假如不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进行

相应评价，将会导致一些老师不会按要求来开展

课程思政教育工作。目前在实践中，许多医学院

校的妇产科学课程思政教育效果评价机制还未

有效建立，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三、妇产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 
    (一) 创新科学课程思政理念，坚持正确的育

人导向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要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成就经验融入教学资源中，教育引导广大

师生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首先，要统筹谋划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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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建设跟上时代发展，体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践行立德树人、德法兼

修原则，既要打牢大学生良好医学知识基础，又

要强化医学实践教学，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

其次，要结合医学院的学科特色和优势资源，加

强组织领导，细化具体措施，配备优势资源，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大学

课程思政教学核心任务之中。最后，要强化宣传，

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政治认同和情感认知，及时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事例和经验做法，真

正推动大学生医学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

究和课程思政教学创新。 
    在妇产科的课程思政建设中，将思政教育贯

穿于妇产科教学全过程：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妇产科专业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个方面[9]，加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理念。不仅要充分挖

掘妇产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现有的德育资源，还要

加强妇产科学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及职业

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 
    (二) 构建具有妇产科学专业特色课程思政

的内容体系 
    第一，可以从课程体系层面出发，把课程思

政融入妇产科学教学活动各环节。组织有经验的

教师团队根据妇产科学专业课程的特点，重新设

计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修改教学大纲及界

定教学质量标准，根据不同章节内容，挖掘不同

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妇产科

学专业课程中，使思政教育贯穿妇产科学专业教

学、实践操作、临床实践等教学的全过程[10]。如

教师在讲授“妊娠并发症”章节时，在讲解严重

危害母婴健康的并发症及合并症等专业知识的

同时，还可以让妇产科学学生了解国家所做的为

保障母婴健康的努力。如为贫困地区危重孕产妇

抢救开辟“绿色通道”，不能因经济贫困而延误

对孕产妇的治疗等。由此让妇产科学专业学生理

解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妇产科临

床技能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教育的重点在于

培养学生的关爱心、同理心，主要依靠教师的

严格要求和规范教导。开展妇产科诊疗工作时，

常常需要检查女性生殖器官，询问病史又常常涉

及患者隐私。因此，教师在临床技能教学过程中，

需要强化妇产科学专业学生的医德教育及法律

意识，以及培养学生尊重患者，保护患者隐私的

观念。 
    第二，开辟独具妇产科学学科特色的第二课

堂。在“妇产科学”“生殖内分泌学”“遗传学”

“医患沟通与技巧”等课程教学中，融入具有生

命教育、感恩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意义的第二课

堂活动，培养妇产科学专业学生人道主义精神，

以及珍视病人生命、关爱病人的意识。引导妇产

科学专业学生体会生命诞生的神奇、可贵和伟

大，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提升其对生命的敬

畏感。同时，丰富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形式，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和课外相结合、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比如，开发多媒体课件，提供资源

共享平台[11]；搭建课程网络互动平台，加强师生

课堂外交流，有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针

对思政课程在妇产科临床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原因剖析，将学生的问题与课程思政内容

对接，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讲解，以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学科优势，充实教学内容，提

升教学质量。 
    第三，要在改进教学方法上重构妇产科学学

科思政课程教学模式。首先，要参照课程思政标

准的有关提示和建议，考虑地区差异，鼓励支

持妇产科学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方

式，体现活动型学科课程实施的新要求，充分

结合各地各校实际特点。其次，要选择医学生

感兴趣的教学主题，设置灵活多样的教学情境，

尽可能地满足不同类型大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

学习需求，引导大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最后，

要厘定相关概念，澄清错误观点，发挥思想政治

课程特有的教学育人功能。适时调整课程思政教

学方式方法，让医学生在增进合作互信中充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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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课程思政的理论价值，提高其实践能力。同时，

要引导大学生切实把握过程与结论的关系，做到

既关注过程又不忽略结论，恰当处理思想内涵与

辨析形式的关系，不断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比

如，通过参与送医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教

学内容，引导大学生关心关注身边发生的医学案

例，加深医学生对思想政治的认识和理解。 
    (三) 建立和完善妇产科学课程思政保障体系 
    第一，加强妇产医学专业课程思政的顶层设

计。构建目标体系、活动体系、管理体系和保障

体系，使课程思政的工作目标更为清晰，活动设

计更为科学，课堂管理更为规范，支持保障更为

有力。在妇产科学课程教学的具体实践上，应根

据妇产科学专业课程的特点和妇产科学专业学

生的思想特征，修订妇产科学教学大纲和妇产科

学课程教学质量标准，结合专业课程内容挖掘思

想政治素材，做好教学资源建设，把思想品德教

育融入妇产科教学活动各个环节。 
    第二，强化妇产科学教师在课程思政中的关

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

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在课程思政实施中，要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思想政治基础理论

知识，还要精准地掌控教学方向，找到课程思政

的切入点，将妇产科学专业知识与学生立德教育

进行有机结合。同时，强化妇产科学专业教师的

师德师风建设，确保教师本人具有实施课程思

政相应的道德基础，才有可能有效实施课程思

政教育，才能培育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医

学生。 
    第三，完善妇产医学专业课程思政的评价体

系。在妇产科学的临床医学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

构建中，应不断地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认知度，

助推课程思政融入妇产科学临床医学专业教学

体系中，实现妇产科学临床医学课程与课程思政

的无缝衔接。在妇产科学临床医学课程思政评价

体系构建中，重视教师教学的评价模式：在妇产

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中，明确教师教学过程

中应具有的能力、素养以及品质，不断提升教师

教学能力，完善师生考核评估；研制可推进、可

测量、可督导、可落实的教师工作评估考核体系，

将评价结果纳入每年工作绩效考核。 
    四、结语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培养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妇产医学人才，是妇产医学教育的需要，也

是时代的需要。德育培养不能只是依靠课堂教

学，更需要在第二课堂的实践中进行考验。只有

改革课程思政教学，将课程思政融入妇产科学教

学，将学生妇产科学专业知识传授及道德素养培

育放在同一水平，才能真正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相结合，将立德树人贯

穿于妇产科教学的全过程，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

医学人才，进而推动我国妇产科医学事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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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ing virtue and cultivate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related to life and health.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tegrat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o shape the qualities of medical students. Taking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ourses as the entry point, the article analyzes its necessity,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ficiency. By innovating ideas, building a content system integrating curriculum-bas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ourses and improving its guarantee system, it is possible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ly the moral qua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cultivate them with both virtue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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