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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八年制眼科学整合课程中思政教育的效果

张佳晴，张博文，邹玉仙，卓业鸿，刘奕志，刘臻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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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了解思政元素融入临床医学八年制眼科学整合课程的学生满意度与教学效果。方法：对中

山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的五年级医学生进行匿名纸质版问卷调查，评估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满意度

与教育效果。对问卷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率与百分比的形式表示。结果：共

回收有效问卷90份，91%的学生认同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93%的学生认为思政与课程的融合度

为好或者非常好，82%的学生认为思政课程对激发眼科学兴趣有帮助。思政题目的总体正确率高

达92.9%，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医患沟通(100%)、眼科历史(98.9%)、政策要点(83.3%)、研究

前沿(82.2%)。结论：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对眼科学整合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合的满意度高。思政教

育获得良好效果，学生对思政知识的掌握度高。后续课程在保持学生对医患沟通以及学科历史兴

趣的同时，还应加强对于研究前沿和政策要点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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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适合本国

国情的高水平、高层次的医学人才。2020年9月，

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

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面对疫情提出的新挑战、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任务、世界医学发展的新要

求，应当“推进基础与临床融通的整合式八年制临

床医学教育改革”[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

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2]。课程思政教育，

即在大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融入

了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3]。思政教育对于培养有使命感与担当感的医务

工作者以及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显得尤为

重要，尤其是对高端医学人才来讲，因此思政教育

课程要有机结合到医学课程教学中来[4-5]。

眼科学整合课程强调知识的联系与整体性，

理论大课知识与对应的见习实践内容紧密结合、

交叉进行，区别于传统眼科学课程中理论知识与

见习实践分开授课 [ 6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依

据国家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新要求 [7-8]，在

2017级临床医学八年制眼科学整合课程的建设与

开展过程中，通过融入不同形式的思政教育来加

强八年制医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

为了解思政元素融入临床医学八年制眼科学

整合课程的学生满意度与教学效果，本研究将对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接受眼科学整合课程的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便进一步优化整合课程的

教学设计与教学方式，提高思政教育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思政教育融入整合课程的设计方案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通过多种形式、多种角

度将思政教育融入眼科学整合课程，与专业课程知

识有机融合，唤起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社会责任

感，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全科意识。

眼科学整合课程的常用教学形式包含：1)利用

图片、动画、视频、现场模拟等形象教学，增加课

程内容的直观性；2)利用多媒体课件、网络公开课

程等多种授课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3)开展

基于团队学习课堂(Team-Based Learning，TBL)等

多种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眼科学整合课程思政教育的角度包括：1)回顾

历史。介绍眼科学发展史、眼科中心历史，讲述

眼科专家真实事例。2)政策宣讲。介绍国家眼健康

战略、开展防盲治盲工作等。3)前沿介绍。以临床

需求为切入点，介绍学科的重大新进展。4)医患沟

通。通过情景模拟、真实病人问诊等多种形式体会

如何建立有效的医患关系，传达人文关怀的理念。

1.2  问卷调查对象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的五年级学生

(2017级)，共92人。

questionnaire results, and the qualitative data were represented by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Results: Ninety 

valid surveys were collected. 91% of the students agreed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93%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e incorp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was good or very good, and 82% of th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a helped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ophthalmology. The overall correct rat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estions reached 92.9%, with the following correct rates from most accurate to least accurat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100%), history of ophthalmology (98.9%), policy (83.3%), and research frontier (82.2%). 

Conclusion: Eight-year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a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mponents into the ophthalmology integr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yielded favorable results, with students demonstrating a thorough grasp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acts. Future 

curricula should expand students’ awareness of research frontiers and policy issue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interest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ophthalmology.

Keywords eight-year program; ophthalmology integrated curriculum; med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眼科学报,  2022, 37(10)    ykxb.amegroups.com808

1.3  问卷设计与调查方式

结合目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整合

课程的情况，利用问卷星设计针对临床医学八年

制医学生的问卷。问卷共有1 5小题，均为单项选

择题。问卷内容包括4个主题：学生基本信息、学

生对思政教育与眼科学专业课融合的评价、学生

对于思政教育形式及占比的看法、思政教育与眼

科学理论课融合效果测试。调查问卷题目及分类

如表1所示，题目的答案见表2。

采用纸质版问卷调查评估思政教育的效果，

于2 0 2 2年5月1 9日至2 0 2 2年6月2日通过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教学科将问卷派发给2017级临床医

学八年制专业的同学进行匿名填写。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7.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

以频数及百分比表示。问卷调查中的定量问题，

即第二部分“学生对思政教育与眼科学专业课融

合的评价”(第3 ~6题)，采用SPSSAU在线软件进

行Cronbach信度分析，并使用K aiser-Meyer-Olkin 
(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共发放问卷92份，回收有效问卷90份，另有2
份问卷完全空白(视为无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

为97.8%。参与问卷调查的2017级八年制临床医学

学生中，男性52人(57.8%)，女性38人(42.2%)；政

治面貌方面：党员及预备党员共27人(30.0%)，团

员60人(66.7%)，群众3人(3.3%)。

2.2  问卷信度与效度验证

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0.8，说明研究数据

信度质量高。效度验证显示：Bar tlett球形度检验

通过(P<0.001)，KMO值为0.763，介于0.7~0.8之

间，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从侧面反应出效度

较好。

表1 八年制眼科学整合课程思政融合效果调查问卷

Table 1 Questionnaire on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ight-year clinical medicine ophthalmology 

integrated curriculum

分类 题目

学生基本情况 1. 学生的性别

2. 学生的政治面貌

学生对思政教育与

眼科学专业课融合

的评价

3. 你是否认同“在眼科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是有必要的”？

4. 眼科学课程中的思政内容是否能激发你对眼科学的兴趣？

5. 你是否认同“眼科学课程中的思政内容对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帮助”？

6. 你认为目前眼科课程与思政内容的融合程度如何？

学生对于思政教育

形式及占比的看法

7. 你更倾向于以下哪种形式的思政教育？

8. 你是否有兴趣以课外作业的形式进行思政内容的学习？

9. 你对目前思政内容在眼科课程的时间占比有何建议？

10. 你对哪类思政内容印象最深刻？

思政教育与眼科学

理论课融合效果的

检验

11. 前沿题(下列哪一项被Nature Medicine评为2016年生命科学八大突破性进展之一？)

12. 历史题(世界衣原体之父是？)

13. 政策题(下列哪一项疾病的防治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

14-15. 医患沟通题(1、以下符合人文关怀原则的是？2、下列哪项不是医患沟通的伦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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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生对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总体评价

八年制临床医学的学生对眼科学整合课程融入

思政元素的认可度高，约91%的学生认同在课程中

融入思政元素，其中非常认同的学生达到了33%，

仅有2%的学生不认同融入思政元素，没有学生非

常不认同思政元素的融入。现行思政教育的内容与

形式能够与眼科学整合课程紧密融合，受到了学

生们的肯定：93%的学生认为思政与课程的融合度

为好或者非常好，没有学生认为融合度不好或者

非常不好。此外，有82%的学生认为思政课程对激

发眼科学兴趣有帮助，23%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帮助

(图1)。总体来说，学生对于眼科学整合课程中思

政元素的融入持较为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也认可思

政元素在激发眼科学学习兴趣方面的帮助。

2.4  学生对思政教育形式与占比的反馈

在学生对于思政教育形式的反馈中， 5 0 % 的

学生倾向于以教师讲授为主， 4 7 % 的学生倾向教

师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只有3%的学生

倾向以学生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对于思政元素

在课程中的占比， 8 7 % 的学生希望保持不变，建

议增大占比和减小占比的学生分别为5%和8%，说

明课程中融入的思政元素在课程中的占比较为合

理。有25%的学生有兴趣以课外作业形式进行思政

教育，没兴趣以及不愿意增加课外作业的学生占

比为56%，19%的学生不确定是否想增加课外作业 
(图2)。总体来说，学生认为目前思政教育的形式

和占比都比较合理。

2.5  思政教育效果评价

在思政元素教学效果评价中，学生印象最深

刻的思政元素由高到低依次是医患沟通(37%)、研

究前沿(26%)、学科历史(25%)、政策要点(12%)；

在不同类型的思政元素题目中，总体正确率高达

92.9%，说明学生对于课程中思政元素的学习有很

大收获。学生对于医患沟通相关知识的接受度最

高，正确率达到了100%，对于学科历史的掌握也

较好，正确率高达98.9%。前沿题和政策题掌握相

对较差，正确率分别为82.2%和83.3%(图3)。调查

结果显示：后续课程在保持学生对医患沟通以及

历史元素兴趣的同时，还应加强对于研究前沿和

政策要点的教育。

表2 问卷的答案选项

Table 2 The response options of questionnaire.

分类 题目

学生基本情况 1. 1)男；2)女

2. 1)党员；2)预备党员；3)团员；4)群众

学生对思政教育与

眼科学专业课融合

的评价

3. 1)非常认同；2)认同；3)不确定；4)不认同；5)非常不认同

4. 1)很有帮助；2)有一定帮助；3)无帮助

5. 1)非常认同；2)认同；3)不确定；4)不认同；5)非常不认同

6. 1)非常好；2)好；3)不确定；4)不好；5)非常不好

学生对于思政教育

形式及占比的看法

7. 1)教师讲授；2)学生讨论；3)教师讲授结合学生讨论；4)其他

8. 1)非常有兴趣；2)有兴趣；3)不确定；4)没兴趣；5)不愿意增加课外作业

9. 1)增大占比；2)保持不变；3)降低占比

10. 1)学科历史；2)政策要点；3)医患沟通；4)研究前沿

思政教育与眼科学

理论课融合效果的

检验

11. 1)羊毛甾醇药物的研发；2)婴幼儿白内障实现原位晶体再生；3)应用5G技术远程治疗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4)新型抗VEGF药物的研发

12. 1)汤飞凡；2)李绍珍；3)陈家祺；4)毛文书

13. 1)白内障；2)青光眼；3)角膜病；4)近视

14. 1)将患者病情发布在朋友圈；2)未经允许使用患者照片与病例资料发表论文；3)详细向患者

及家属解释治疗方案；4)公共场合讨论患者信息

15. 1)增进医患相互信任；2)树立医师的绝对权威；3)传递对病人的尊重；4)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眼科学报,  2022, 37(10)    ykxb.amegroups.com810

非常认同
认同
不确定
不认同

非常好
好
不确定

很有帮助
有一定帮助
无帮助

23%
18%

59%69%
58%

7% 2%

33%

24%

7%

A CB

图1 学生对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总体评价

Figure 1 Students’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A)学生对思政元素的认同度；(B)学生认为思政元素与目前课程的融合度；(C)学生认为思政课程对激发眼科学兴趣的帮

助度。

(A) The acceptan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students; (B)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ent curriculum; (C) Students’ perceptions that wheth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beneficial for 

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in ophthalmology.

图2 学生对思政元素教学形式与占比的建议

Figure 2 Students’ opinions on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opor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学生倾向的教育形式；(B)学生对思政元素课程占比的建议；(C)学生对课外作业的接受度。

(A) The form of education that students prefer; (B) The student’s recommendation about the propor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 The student’s acceptance of extracurricular assig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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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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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思政元素教学效果评价

Figure 3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A) 学生印象最深刻的思政元素；(B)不同类型思政元素题目的正确率。

(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at the students are most impressed with; (B) The correct rat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学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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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沟通
研究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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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根据教育部2020年5月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举措[9]。临床医学八年制医学生，作为高层次、

高素质医务工作人员的后备军，除了传统教育模

式中要求的精湛医术之外，加强医德医风、医者

仁心教育，引导医学生们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是时代发展的新

要 求 [ 1 0 ]。 中 山 眼 科 中 心 响 应 政 策 号 召 ， 以 多 种

形式与角度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专科课程，促进

八年制学生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培养出党与人民

信赖的、高水平高素质医学创新人才。本调查显

示：思政元素与眼科学整合课程的融合整体是成

功的，但是问卷调查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为更好

优化思政教育与整合课程设计，针对这些问题给

出以下的建议。

1 ) 增 加 学 生 的 课 堂 参 与 度 。 本 调 查 显 示 ：

“ 医 患 沟 通 ” 的 教 学 效 果 明 显 优 于 其 他 思 政 元

素，这可能与前者采用了情景模拟、真实患者问

诊等学生参与度强的多种授课方式有关。通过临

床的观摩与实践，学生更容易体会到换位思考与细

致的人文关怀；而其他思政元素如政策要点、研

究前沿等，学生参与度相对较低，从而一定程度

的影响了对相关知识的吸收与整合。既往研究[11-13]

表明：在翻转课堂(Flipping classroom)与TBL课堂

中，学生参与度明显优于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课

程。在后续课程设计中，一方面可以考虑适当增

加该类课程设计的占比，另一方面可以将思政教

育内容与该类课程设计的主题更紧密地结合。学

生们通过查阅资料，能够更积极主动掌握相关政

策、研究前沿等相对抽象的知识要点，达到增加

医学生社会责任感、提高科普意识，启发科研思

维等多维度教学目标。

2 )提升教师思政教育的意识与能力。在本次

调查学生对于思政教育形式的反馈中， 5 0 % 的学

生倾向于以教师讲授为主， 4 7 % 的学生倾向教师

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教师是推进思政

教育建设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 1 4 - 1 5 ]。首

先，集体备课、教研的过程中，要将思政教育内

容具体落实到教师课程目标设计、教案课件编写

的各个方面，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其次，课程

开展过程中可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如现场

教学观摩、经验交流、教学培训等，帮助教师找

准思政教育的角度，找对思政教育的方式，提升

教学效果。

3 )根据专业特色，深度挖掘与提炼思想价值

与精神内涵。眼睛是基础医学和前沿科学“看”

得见的突破口，眼科学整合课程中的思政内容可

以从眼睛在科学研究中的独特优势着手，讲述眼

科发展对人类健康的重要贡献，介绍眼科学发展

的根本动力、面临的挑战、未来的发展方向，有

利于激发同学们作为医学生责任感与使命感。此

外，强化常见全身病在眼部的表现及眼病与全身

病间关系[16-18]的教学工作，重点培养学生的“全局

观”“眼病的整体观”。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

对思政元素融入眼科学整合课程总体接受度高，

但仍存在学生对政策要点、研究前沿部分思政元

素了解程度较低等问题。本研究未在思政课程前

进行思政元素掌握程度的评价，学生在接触眼科

学整合课程之前对思政内容的掌握程度可能对研

究结果产生影响。针对现行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

题[19-21]，建议后续课程设计中将思政教育内容与学

生参与度高的课程设计如TBL课堂等紧密关联，充

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教师对于思政内容

的意识与教学能力；并根据专业的特色，深入挖

掘相关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进一步提高思政教

育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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