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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文关怀作为中医高校课程思政内容的

教学设计思考——以《中医妇科学》“异位妊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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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医临床主干课程——《中医妇科学》“异位妊娠”为例，提出将人文关怀作为中医高校课程

思政内容教学设计的思考，阐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以及教学设计与多元化教学方法，以期为中医高校课程

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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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y taking“ectopic pregnancy”in gyne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in clinical

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teaching design thinking of

taking humanistic care as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pounds the teaching purpose, teaching design,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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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对高校教师提

出的新的教学命题，其目的是实现所有课堂都有

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的要求。在

实际工作中将课程思政融入到专业课程中符合当

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与心理预期，打造令学生喜

闻乐见、易于接受，又能起到思政教育春风化雨效

果的课程教学，是一种新的尝试，又是迫切需求。

由于中医药为我国特有的文化瑰宝，能使“课程思

政”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发挥更好的协同效应［1］。

现以《中医妇科学》“异位妊娠”为例探讨将人文关

怀作为中医高校课程思政内容的教学设计思考。

1 中医学的人文底蕴与医德倡导

中医学的发展深受中国古代“儒”“道”“佛”等

诸家文化的影响，自古有“仁者，人也”与“德术并

重”的医德宗旨，文化与医学的交融使中医学的理

论体系与思维模式自成一体［2］。“和”是中医追求

的最高境界，这种“和”，包含了天、地、人的和合包

容，万物阴阳属性的对立统一，疾病诊疗的平衡和

谐，医患之间的信和有度。

要达到坚持上述信念，对作为医疗主体的“医

者”提出了较高的医德信念要求，大因医者所从事

职业的崇高性，能解救人类疾病之苦，这体现对

“病患”这个客体的尊重与关爱。如《灵枢·师传第

二十九》篇曰：“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

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

时”；唐代孙思邈《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临证“必

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

普救含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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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医学专业的课程学习中，应该把中

医学的人文底蕴与医德倡导并贯穿于教学实践中。

在教学日常，潜移默化地强调“术”与“德”都应该

是一名合格医者所具备的基本条件［3］，只有怀揣

实现这两者的统一信念，真正属意于这份职业，树

立积极正面的价值观，方能从医学生年代便甘于

承担日益繁重的学习任务，方能接受工作之初的

艰苦与相对不对等的劳务收益，潜心向上，继而成

就“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

可以利天下与来世”，确此“非浅识者所能为也。”

2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内涵转变

对于中医院校高等教育的专业课教师而言，

主要的课堂时间多用于传授专科知识，往往忽视

或割离了中医学本有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维。课

程思政的内涵，是强调将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

入到课堂教学各环节，寻求“各类课程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的实现路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和

人文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的尝试和探索［4］。这对

中医临床学科的教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教学要

求。课程思政，不是生硬照搬思政条文，而应该体

现在课程设计上，巧妙有心思地将隐藏在每位医

学生心中的对专业的热情、对知识的渴求、对职业

的向往等正向能量激发出来，进而起到“知行合

一”与“润物无声”的效果。本文结合中医妇科学

教学特点，以“异位妊娠”课程为例，将人文关怀融

合到中医高校课程思政内容中，探讨其教学设计。

3 中医妇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路径

首先应该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结合中医学

专业特点，把中医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高度，把悬壶

济世的理想作为一种境界，把严谨求实的态度作

为一种精神追求，糅合到教学目标中，激励学生不

忘使命的职业情怀。故教学目标除了常规的知识

与能力的掌握、熟悉、了解外，还需要同时制定情

感、态度与价值目标，体现课程思政的内涵。

再者是创新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法、演绎

法、问答法、讨论法、翻转课堂教学法等多种教学

方法可同时使用。为达到共情效果，在病案设计

中加入人物背景，包括年龄、职业、婚史、经带胎产

史、生育要求等，这些元素在病案中的加入和强

调，使病案丰富而真实，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中

体悟到何谓医学的人文情怀。

4 教学设计与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尝试——以

“异位妊娠”课程为例

4.1 生命的起源——对生命保有敬畏 课程思

政的教学目标：通过对生命起源的了解激发学生

对生命的敬畏，对父母双亲的感恩，对新生命的

憧憬，对医生职业崇高性的信仰，对妇产科学特点

的深入体会。

教学内容：生命的起源——《易经》云：“天地

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这是人类

认识生命起源最早的经典之说。《灵枢·决气》篇

云：“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父

精母血，两精相合而成胎元，胎元意味着一个新生

命的诞生，胎元形成后，正常着床，受母体孕育，长

达280天，演化脏腑，渐成形神俱备之血肉之躯。

教学方法：讲授法+演绎法，关于生命起源的

论述，可由一系列Flash动画完成，教师讲解时语

调轻快，配以古文的描述，调动课堂气氛，令学生

对新生命充满憧憬。

4.2 异位着床——妊娠充满风险，激发学生悲悯

之心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深刻解读异位妊娠

的定义，异位妊娠作为妇产科的常见病与危急重

症，贯穿着病情由稳到危的瞬息变化，患者由喜而

悲或恐的情感历程，身为医生，当换位思考，要求

医生不仅要客观地对待疾病，也要对患病的人群

给予人文关怀。

教学内容：异位妊娠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

与鉴别诊断。

教学方法：案例法+设问法，胎元初结，但异位

着床，病情急转直下。案例设定为初婚，育龄期女

性突发下腹疼痛，于急诊就诊，如何根据患者病

情，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这需要对“异位妊娠”

定义有深入解读。受精卵在子宫体腔以外的部位

着床，以图片展现，以问题形式与学生一同推导该

疾病的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进而对诊断

与鉴别诊断进行推演。

4.3 为医之责，在千钧一发之时救死扶伤 课程

思政的教学目标：在异位妊娠出现腹腔内大出血，

患者生命体征不平稳的前提下，在异位妊娠危急

症的抢救过程中，医生是被“性命相托”的载体，此

时与这份崇高使命感相匹配的，是过硬的专业技

术能力，由此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内容：异位妊娠危急症临床表现，急症处理。

教学方法：案例法+讨论法+演绎，初婚，育龄

期女性，急诊就诊过程中，出现生命体征不平稳状

态，急症当如何处理？手术谈话该如何进行？涉

及与生育相关的问题，术前、术中、术后如何与患

者及家属沟通？设计以案例的形式，请学生分组

讨论后回答，或请同学分角色扮演医生与患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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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以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围绕一份正式的“手术

同意书”，演绎术前谈话的场景，真切感受人文情

怀在医患沟通中的应用。

4.4 生育能力与社会现实，一个不可避免的热门

话题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与生育相关的问题，

目前依旧是困扰许多中国家庭的现实问题。异位

妊娠可被治愈，而其后续的与生育相关的诸多问

题，以及女性所承受的社会与家庭压力，依旧需要

被关注。从医生角度如何更好地去帮助这些女

性，值得医生思考。

教学内容：异位妊娠的预后转归。

教学方法：案例法+讨论法，初婚，育龄期女

性，因为异位妊娠疾病，切除了一侧输卵管，后续

可能面临的与生育相关的问题包括哪些？如何逐

一解决这些问题？分小组讨论并课堂作答。

5 医学人文教育中的“以人为本”

医学人文教育是通过医学人文课程的讲授、

环境熏陶、实践体验等多种途径传播医学人文精

神、培育医学人文素质、使受教育者自觉掌握和运

用医学人文知识与技能，从而实现医学实践的人

性化［5-7］。人性化的医学实践，即是“以人为本”价

值观在医学领域的体现。临床医学课程所讲授的

内容是各科疾病，而疾病发生的主体是人，医学实

践的对象也是人，所以在临床课程中引入人文关

怀教育，案例教学中为患者设定人物背景，可避免

课程讲授的机械化，为课堂气氛添加活跃的色彩；

可引导学生在认识疾病的同时设身处地地思考病

患之苦，激发其“不忘初心”的情怀；可实现在大学

课堂中，将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自然衔接，把“教

书”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的目标［8］。

医患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医患之间信任的建立，需要有效沟通，而这种

沟通倚仗于有感情有温度的人文元素［9］。为了实

现医学与人文的高度契合，需要在医学生培养过

程中给予其有关医学人文的理论和实践的培训及

熏陶［10］。教育的职能潜移默化，感性的情感体验

需要真实病案的支撑，在医学专业课程教育中施

以人文关怀，发扬医者仁心的传统美德。

6 教师的思想觉悟与自身修养的提升

《大学之道》言：“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善无境，而何以言止！医者医德与

为师者师德有异曲同工之妙，医学院校的教师身

兼两职，所以首先教师本身需言行一致，克己复

礼，恪守职业操守，才能更好地立足于本职工作，

发挥主观能动性，用更灵活巧妙的教学设计，把济

世救人的情怀与教书育人的目的结合起来。

7 结语

当前的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正经历着一场变

革，这场变革更注重与专业知识及技能相关的内

涵与形式。课程思政的推行，应该根源于教师对

本专业相关知识的透彻理解，基于以往教学经验

的总结与反思，密切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和课程内

容，所进行的切合实际的教学设计与创新［11］。人

文关怀作为医学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应该更好地和临床专业的课程思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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