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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与临床医学本科眼科学专业课的融合和效果评估

董晓娟，邹玉仙，卓业鸿，刘奕志，梁凌毅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医学生在不久的将来需担起保障人民健康的重任，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思政教

育)融入医学课程显得格外重要。眼科疾病与全身疾病息息相关，眼科学是临床医学生的一门必修

课程。思政教育与眼科学专业课相融合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因材施教，针对临床医学专业

本科生，通过生动的例子将“防盲治盲责任”“近视防控国家需求”等思政内容融入眼科学本科

教学的各个章节中，旨在培养学生树立为服务人民、服务国家健康战略而努力学习的理想和价值

观。课程结束后，采用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思政教育与眼科学专业课融合的接受度、课程建议及

效果评估，发现学生对眼科学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接受度较高，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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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是临床医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开设

于本科教育的第4年，这一年是医学生从理论到实

践过渡的一年，此时，在眼科学专业课程授课时

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对医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积极的作用，且有助于培

养医学生良好的医德医风[1]。

在 全 国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上 ， 习 近 平

总书记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

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新局面[2]。中山眼科中心将思政教育与临床医学

本科眼科学专业课相融合，以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方式，通过思想引领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并在课后通过问卷对

中山大学医学院2018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生进行了效果评估，观察学生对思政教育与眼科

学专业课融合的接受度及评价。

1  思政教育与临床医学本科眼科学专业课
的融合的实施

中 山 眼 科 中 心 深 入 贯 彻 实 施 学 校 课 程 思 政

建设要求，以教学理念、课程内容以及师资团队

为着力点，多措并举推进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改

革，将思政要素浸入本科生专业课堂中。

首 先 ， 在 常 态 化 开 展 的 教 师 座 谈 会 等 活 动

中强化师德师风、学术规范和价值引领，激发教

师队伍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意识和能力。在中

心教学部门的组织下，召开多轮的师生座谈会、

专家研讨会、临床科主任教学会，听取意见和建

议，充分关注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在集体

备课会上共同讨论根据授课内容添加思政内容；

教学科人员、教学督导以及其他教师在听取教师

的授课过程后，评价思政内容是否准确并提出完

善建议。通过这一系列的优化，以保证思政内容

在眼科学课堂的顺利完成。

同 时 ， 开 展 青 年 教 师 试 讲 与 全 院 青 年 教 师

授课比赛，通过教学传帮带，把好思政关，传承

教学技能，保证思政内容更自然生动的融入课程

中。组织中青年教师系列培训活动，倡导师德师

风，提升德育能力，多措并举打造高素质的课程

思政师资队伍。

思政内容的融入紧扣眼科学章节内容，避免

生硬，并结合热点，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在讲

授过程中时刻注意学生的反馈，具体如下。

在第一堂眼科学绪论课程中，介绍国家的眼

健康战略，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中国是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此时，用具体

的数字给予学生们视觉上的冲击，让他们知道我

国的防盲道路任重而道远，接下来讲述防盲治盲

是我们的初心使命，同学们在不久的将来需担起

保障人民健康的重任，从“家国情怀”高度去激

发学生的责任感及使命感。这部分的目的在于激

起学生解决难题，保卫人民视觉健康的兴趣。

本科生作为年轻、新生的力量，满腔热血，

对国际最顶尖的技术充满向往，我们通过裂隙灯

发明者获得诺贝尔奖等生动的例子，让学生了解

眼科学对人类健康做出的重大贡献，提升学生对

眼科学的兴趣，学生们反应热烈，在课堂中反馈

“小眼球，大世界”。

作为本科生，国家荣誉感对其建立正确的职

业理念有重大的意义，我们通过沙眼在中国成功

被消灭的例子，让学生体会到我们国家公共卫生

健康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并通过国内外对比，提

strivers and pioneers in the new era.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ught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and integrated the ideological contents such as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and 

“myopia prevention” into each chapter of ophthalmology teaching through vivid examples for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s.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ideal and values of “serve the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medica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acceptance and suggestion from th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deological contents and th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has achieved the 

desir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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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自豪感，增加其责任感。在晶状体病章

节，介绍我国援外医疗行动以及我院的贡献[3]，提

高了学生的职业荣誉感，等等。

因为风俗习惯的原因，角膜供体缺乏在亚洲

地区尤为严重，尤其我国人口基数大，供受体严

重不平衡，在角结膜病、眼表疾病章节中，我们

介绍广东省眼库的建立、器官移植工作的发展，

讲述我国角膜供体缺乏的困境及限制因素，以及

眼库工作人员为了解决这一现状所做出的努力，

激发学生想要“尽一份力”的愿望。

近视防控是国家战略 [ 4 ]，我们在屈光不正章

节，提出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逐渐上升，近视

防控事关民族伟大复兴，让医学生认识到眼科学

的重要性，提高医学生的责任感。

总之，我们在课堂中，通过具体的实例、数

据、图片等方式，将思政内容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融入课程中，激发学生的兴趣、荣誉感及责任感。

2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思政教育与临床医学
本科眼科学专业课融合的效果

2.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中山大学医学院2 0 1 8级五年制临

床医学专业本科生，本次调查共发出并收回有效

问卷205份。

2.2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共包括三部分内容，基本信息、学

生对思政内容的态度调查及思政教育与眼科学理

论课融合效果评估。

2.2.1  基本信息

问卷中基本信息主要包括班级、性别及是否

党员3个问题。

2.2.2  学生对思政教育与眼科学专业课融合的态度

该部分内容主要包含8个单项选择题，包括长

远来看，眼科学思政教育对于塑造学生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无帮助；对哪种类型的

思政教育更有兴趣等。主要调查学生对眼科学专

业课中融入思政内容的评价、学习方式、学习时

间选择等。目的在于了解医学生对课程思政内容

的接受度及重视程度。

2.2.3  思政教育与眼科学理论课融合效果

该 部 分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5 个 单 项 选 择 题 ， 包 括

目前眼库的最主要作用；哪个疾病因在儿童青少

年时期极高的发病率，已成为中国视力损伤的主

要原因，其防控已成国家战略等。通过回顾在理

论大课中已讲授的思政内容、围绕眼科学特性设

置，每题均有一个正确答案，通过医学生作答的

正确率来评估眼科学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内容后，

学生的学习效果。

3  调查问卷分析

在 参 与 问 卷 的 2 0 5 位 医 学 生 中 ， 党 员 人 数 为

59位，非党员人数为146位，男女生分别为102位

及103位。

通 过 对 回 收 的 调 查 问 卷 结 果 分 析 ， 同 学 们

普遍认为“长远来看，眼科学思政教育对于塑造

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帮助”。

众所周知，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中，最大的目

的是为了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学生们反馈眼科学思政教育对他们有帮助，

也达到了我们教育的目的。同时，在眼科学专业

课程中，我们通过各种眼科学伟大成就的展现，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45.9%认为思政内容在激发对

眼科学的兴趣方面很有帮助，29.3%认为有一定帮

助，眼科学与内外科相比，每年医学生在定专业

时选择的比例较少，通过思政内容，让医学生认

识到眼科学的重要性。在此次调查中， 6 5 . 4 % 医

学生对思政教育与眼科学专业科融合的评价非常

好，32.6%评价好，也说明我们的思政教育是非常

受医学生肯定的。

在对未来思政教育与眼科学专业课程融合的

建议方面，针对思政教育的类型，学生对三种方

式各有偏爱，42.9%对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的方

式更感兴趣，20%选择学生讨论的方式，37.1%选

择混合式的方式，目前我们以传统的讲授方式为

主，也是学生接受度比较高的一种方式。我们想

了解学生是否愿意把思政内容带出课堂，以作业

的形式让学生完成，40.5%对课外作业联合思政内

容很有兴趣，50.2%表示不希望增加课外作业，但

也不排斥。

问卷第三部分为思政教育与眼科学理论课融

合效果评估，5道题目整体正确率高达89.8%，这

个结果说明思政内容已通过老师课堂的传达，成

为学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其中“因在儿童青少

年时期极高的发病率，已成为中国视力损伤的主

要原因，其防控已成国家战略，此疾病是”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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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00%，且有高达97.1%的学生了解户外活动对近

视防控有积极作用。这说明绝大多数医学生对该

已经上升到国家健康战略任务的疾病防控有了基

本的认识。

4  讨论

4.1  充分挖掘眼科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

眼 科 学 作 为 临 床 医 学 生 必 修 课 程 ， 其 重 要

性不言而喻，在专业课程中，需要提高学生对眼

科 学 的 重 视 程 度 ， 在 教 学 中 进 行 思 想 引 领 ， 要

让学生认识到即使在今后的工作中没有选择眼科

作为职业方向，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部分，

且眼病与全身病息息相关，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及积极性。我们目前的思政内容已经比较

丰富，除了前面列举的内容，各个章节中还有许

多思政的生动素材。比如，汤飞凡教授为沙眼的

治 疗 做 出 了 重 大 贡 献 ， 被 称 为 世 界 “ 衣 原 体 之

父” [ 5 ]；中山眼科中心刘奕志教授团队 [ 6 ]研究的

“晶状体原位再生”被Nature Medicine评为2016年

生命科学八大突破性进展之一；中山眼科中心的

A I辅助识别眼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准确率高

达95%[7]，可帮助无创、方便、快捷的诊断疾病，

特别在基层医院，让广大患者受益颇多。我国在

医学A I的研究水平已达国际顶尖水平，此类振奋

人心的成就，会让学生为国骄傲的同时，有不断

进取不断拼搏的积极性，树立良好的职业理想。

随着我国眼科学的发展，仍不断有更多的思政元

素有待我们去开发，并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4.2  丰富的教学方式，使思政内容更有吸引力

目 前 我 们 多 采 用 传 统 的 讲 授 式 方 法 ， 将 思

政内容融入眼科学专业课程中，它的优点在于高

效、便捷。老师将内容深入浅出的讲解，利于学

生的理解，这使课程思政教育更为精准，在此类

教育方法中，老师是主导人，引导学生去思考融

入，对教师要求较高，但是最易于完成的专业课

程联合思政教育的方法，也是大部分学生(42.9%)
最容易接受的方法。

以学生为主导的学生讨论式课程思政，优点

在于气氛更活跃，更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加深学生的记忆，达到更好的思政效果。有部分

学生(20%)比较倾向于这样的方式，这不但可让学

生掌握课程所需的内容，也可在讨论过程中激发

出别的灵感，促进学生去查找资料，主动学习，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讲授式和讨论式联合学

习，在课程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这无疑会达到最

好的效果，也有较多学生(37.1%)更接受此类学习

方法。

4.3  及时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思政内容

课 程 思 政 虽 主 导 人 是 教 师 ， 但 落 脚 点 是 学

生，教育乃国家之本，学生是国家未来，国家的

栋梁，少年强则国强。所以及时从学生处得到反

馈是至关重要的，选择学生更易接受的方式，调

整思政内容或讲授方式，不断将眼科学专业知识

及思政内容完美融合成一体，避免“两张皮”的

情况发生。

总之，眼科学专业课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很有

意 义 且 很 有 效 ， 医 学 生 对 其 接 受 度 也 很 高 ， 期

望 通 过 学 校 、 老 师 和 学 生 们 的 共 同 努 力 ， 不 断

丰 富 眼 科 学 课 程 思 政 教 育 的 内 容 ， 完 善 教 学 方

式 ， 让 学 生 建 立 正 确 的 理 念 和 坚 定 的 信 仰 、 今

后 成 为 一 名 服 务 党 和 人 民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的 社 会

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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