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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本文以《外科手术学》课程思政理念融合为主题展

开讨论，首先简要阐述《外科手术学》内容与特点，然后

分析课程思政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的应用意义，最
后提出课程思政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为相关学科教学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2.《外科手术学》的内容与特点

在外科教学中外科手术学属于重要的内容。 外科

手术学是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这些内容系

统的学习和正规训练， 使学生对无菌观念有较深入的

理解；学会正确使用手术中的常用器械；较熟练地掌握

规范的外科基本操作以及外科麻醉管理。 外科手术学

属于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均较强的学科，在实际教学中

不仅需要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动手能力的培养提升，同
时需要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形成崇高

的职业道德素养。
3.课程思政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 教育工作的开展不能再仅仅是

传授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需要加强对学生核心素养

的引导教育。 外科手术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临床技能实

践课程，在教学中应当积极融入课程思政理念，促使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未来参与工

作后秉承医德，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3.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提出“四为

服务”论断。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应当和我国的发

展目标、未来方向建立密切的联系，为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巩固和发展提供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如果脱

离实际则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工作的开展也将失去其意

义。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理念，让学生

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加强自身核心

素养的发展提升， 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添砖

加瓦。
3.2专业特点需求

大学阶段的学生思想逐渐成熟，但是其社会阅历较

少，身处于社会环境中，很容易受不良因素的影响。 同时

大学阶段学生可塑性较强，因此需要在该阶段加强对学

生的引导培养，促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在学习中积极了解、认识新事物。 医学生的主要职责

是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救死扶伤，社会对其职业道

德要求更高，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理念，使其在学习专

业知识的同时逐渐形成崇高的医德医风[1]。
3.3立德树人教育目标需求

新课程背景下， 各个阶段教育工作的开展均是以

实现“学以致用”“立德树人”为最终目标。 高等教育院

校的主要职责便是为社会培养高文化水平、高素质、高
技能水平的新时代人才。 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社会对

于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技能水平，同样包

括其思想价值取向、职业道德素养。 《外科手术学》作为

一门操作性、实践性，关系患者生命安全的学科，在实

际的教育教学中，院校应当传授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提
升其实践技能的同时借助课程思政理念实现学生道德

思想观念提升，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3.4临床医生培养客观需求

在临床医学中，外科学科相关疾病，很多发病急、
变化快，多在夜间发作，为能够为患者第一时间提供系

统的治疗， 便需要医师具有放弃休息， 抢救患者的意

识。 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理念，让学生

形成医者仁心的奉献精神和职业使命感。
3.5教学内在动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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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医学专业课程一样， 课程教学内容枯燥乏

味、晦涩难懂，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知识内容深奥，
长时间采用单一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逐渐失去新知识

学习兴趣和动力，整体教学效果不佳。而在教学过程中

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在讲解专业知识的同时渗透职业

道德、思想观念引导，借助实际案例吸引学生，通过案

例对学生思想和心灵加以熏陶。例如，在对某章节知识

内容进行讲解时， 老师挑选和教学内容相关的诊疗案

例，借助案例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讲解专业知识，并以故

事的方式讲解医师们携手配合，为患者提供治疗服务，
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实现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升进步。
4.课程思政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4.1理论授课教育

在理论授课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学生勇于钻研精神

的培养提升， 例如在对外科补液相关知识内容进行讲

解时，因为知识内容较为抽象，多数学生难以理解，此
时老师便需要给予学生鼓励， 告诉学生：“作为医务工

作者，为能够胜任这一光荣职位，需要打牢理论知识基

础，并不断探索学习，紧随时代发展进步的脚步，了解

认识新知识、新技术，开阔视野。 ”让学生认识到自身当

前参与学习任务是为未来的进步发展奠定基础， 在学

习中不断探索，养成勇于钻研的精神。另外，前文提到，
外科很多疾病发病急、变化快，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 因此， 在教学中老师需要融入课程思政理

念，让学生明确自身职责所在[2]。例如，在讲解心肺复苏

时， 老师可借助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很多病人发生心

跳骤停，但是因为送医不及时失去生命。 ”让学生意识

到抢救工作的急迫性和及时性。最后，结合历史展开教

育，提升学生专业自信。在教学中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解

裘法祖等老一辈的外科学科专业专家，在医疗环境、设
备都极为简陋的状况中，勇于担当、不畏艰辛，深入钻

研，带领我国外科学科专业不断进步发展。让学生意识

到身处于中华盛世的年代里， 医疗环境、 专业设备完

善，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应当怀揣着敬畏的心，学
习先辈的职业奉献精神，从其身上学习爱国精神、敬业

精神。
4.2外科手术操作教育

在手术操作教育中应当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应该

对模型和实验动作予以生命的敬畏， 给予他们足够的

尊重，把他们当做患者来对待，尊重其隐私权、知情权。
告知学生， 操作前后都应当和患者进行积极的沟通交

流，并强调操作必要性和注意事项，进行查体时需要拉

紧窗帘，在询问患者病情时需要回避他人。 另外，在实

验操作过程中，应当经常地提醒学生，医者仁心、救死

扶伤是医者的使命和初心， 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

应当不分贫富，杜绝“红包”情况发生。 最后，在外科手

术操作后，学生还应将把模型和实验动物妥善安置。在
教学中， 老师可以将学生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作为教学

资源，让学生感受到“医者仁心”的真实体现，让学生保

持初心，不断提升。
4.3教学效果

在《外科手术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提升学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对教材内容深度分析，将
思政教育内容有效融合，在课程教学、临床实验时渗透

勇于奉献、勇于钻研、爱岗敬业、人文关怀精神，在讲解

专业知识的同时向学生讲解老一辈医务工作者不畏艰

辛的故事，感受其爱岗爱国精神，丰富教学内容，调动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逐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在

《外科手术学》教学和临床实验教学中，学生将更加直

观、深刻地认识医务职业的伟大，性命相托、健康所系

是每一位医务人员的使命和初心， 通过对一些相关病

案的了解， 使学生在感受医师工作辛苦的同时感悟患

者将自身的健康交给医务人员， 并将生的希望寄托给

医务人员，在其中感悟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百感，使
学生认识到自身做选择的职业对社会的贡献。同时，在
教学中应用课程思政培养学生树立廉洁意识， 与医疗

行业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划清界限[3]。
5.总结

综上所述，医学专科不同，特点不同，但之间也存

在共性，《外科手术学》与其他专业相同，均是以培养临

床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以往的教学中，多注重对学生

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缺乏对学生崇高职业道

德素养和奉献精神的引导教育， 对其未来参与医疗服

务行业，为患者提供系统、优质的医疗服务产生影响。
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应当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结合诊

疗案例、先辈故事，向学生传递爱岗敬业、爱国亲民、医
者仁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心系患者，为患者提供优质

的医疗服务，从而推动我国医疗行业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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