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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模式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育 
——《保健按摩学》课程思政与实践 

黄炜 1   胡康 2 通讯作者  张丽 1  张西翠 1  李明星 1 

（1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2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七医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 “课程思政”其实是学校对未来国家人才的“德行”培育的重要途径。现代医学模式已发展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该模式对医学生的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医学工作者拥
有较强的疾病的诊治能力，还必须具备较强人文关怀能和“以人为本”的职业习惯。所以，当代医学教学
必须将学生人文素质、道德素质、综合素质的培养放在第一位。[1]《保健按摩学》是中医药文化瑰宝。接受
保健按摩可以提高个人身体整体抗病机能；可增进国民健康体质，对推进国家全民大健康政策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本文主要以《保健按摩学》的思政教育为例来研究新医学模式背景下的医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的方
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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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

概念和新模式，已经被很多高校认可并加以探索实

施。[2]  医学生的职业素质不仅仅包括临床技能，还

包括个人的医德修养。课程思政正是高校人才培养

思想道德的灵魂所在。[3] 

“课程思政”是一种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它挖

掘出教育的本质和内涵建设，思政教育其实是站在

国家、专业、职业素质的三个角度上，给学生施与

职业适应能力的“德行”培养，其本质上是素质教

育。思政教育是先立德才能后树人。“德行”和“才

智”兼备才是合格的具备全面职业素质的人才。 

重视思政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具备家国情

怀、民族自信，能为国家所用，其专业能力突出，

素质全面，职业适应性强。 

2建设整体思路 

针灸推拿专业培养的医学生应是适应职业岗位

和职业快速发展的“德才”兼备全素质人才；重点

是要求爱党、爱国，学习能力突出，爱岗敬业，具

备职业抗压能力，具备“以人为本”的职业精神，

具备医学同理心和换位思考能力，具备较强医患人

际沟通能力，具备一定心理治疗能力。 

围绕本课程技能知识整体框架、挖掘思政要素，

以培育学生全面职业素质为主导思想，设计思政题

材；在强调专业知识、能力培养的同时渗透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念。最终设计、形成《保

健按摩学》课程思政主要培养方式。 

3 建设目标 
3.1 “济世救人”职业认同感 

3.2 “大医精诚”的职业精神 

3.3  爱党、爱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4  医学职业抗压能力 

3.5  较强的创新能力 

3.6  团队协作能力 

3.7  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奋斗精神 

3.8  良好的医德医风 

3.9  尊重生命的“以人为本”的职业精神，同

理心和换位思考能力 

3.10  医患人际沟通能力 

3.11 一定心理治疗能力 

4 具体案例内容设计思路 
利用祖国医学历史人物传记视频和举办专题讲

座等进行爱党、爱国精神、职业认同感、良好的医

德医风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利用去

医院见习观看患者疾苦，深入老人院和老人交谈、

深入特殊学校等单位参观，了解国家对老年人，特

殊儿童的扶持政策，培养学生人文关怀、医患沟通，

职业抗压、心理抚慰能力方面的职业素质；组建学

生课程相关学生社会团体为锻炼学生职业岗位适应

能力的主要方法，可培养学团队协作能力、较强的

创新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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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保健按摩学》思政案例设计框架 

案 例 名

称 
教学方式 学情分析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预期成效 

1 推拿史

上 历 史

人 物 和

中 医 理

论、实践

优势 

 

1 历史人物

传 记 教 学

视频 

2 PPT 讲解

中 医 理 论

与 实 践 千

年发展 

3 医学博物

馆 参 观 或

相关视频 

“00”后学生普遍具

有较为浓厚的爱国情

怀，对中医文化感兴

趣，但对专业的理解

和体系认知有限，中

医文化表达能力上有

所欠缺，不了解专业

优势。 

 

中医文化为切入点： 

1“外科鼻祖”华佗独创了“五

袪禽戏”作为养生 病的重要方

法。 

2 隋唐时期，按摩博士、按摩师

等职位； 

3“医圣” 张仲景职业精神。 

4 针灸鼻祖，皇甫谧《针灸甲乙

经》。 

5 推拿理论优势：“辨证论治”

和“整体观念”，“未病先防，“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1 熟悉中医传统文化

以 及 理 论 和 实 践 优

势。 

2 熟悉中国几千年的

“济世救人”，“ 以人

为本”的医学理念，

其理念党和国家的治

国宗旨，是国外体系

所不具备的。 

3 激发青年学生的爱

国热情，丰富的民族

自豪感； 

4 激发学生热爱中医

行业和中医针灸推拿

行业。 

2 八段锦

的 锻 炼

方 法 及

应用 

 

1 现场传授

动作 

2 学生练习 

1 中医推拿手法技能

要求达到“持久、有

力、深透”，动作必须

规范，同时对体能和

力量要求较高；身体

能力是中医推拿师的

基本业素养。 

2 现今青年学生在体

能普遍欠缺，需要持

之以恒的吃苦耐劳精

神。 

八段锦功法练习作为切入点： 

1 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中国传统

健身方式的魅力，达到对中国传

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增强文化

自信。 

2 通过自身感受，认识到自己体

能特点和不足。 

3 体会专业优势，感受自我保健

方式和建立自我保健意识。 

1 体会中医传统文化

的魅力和智慧，获得

职业认同。 

2 体会吃苦耐劳的医

学职业精神。 

3 职业基本素质：必

须增强自身耐力和肢

体力量的观念。 

4 体会到学思结合、

知行合一、持之以恒

的优秀品质。 

3 小儿推

拿 的 绿

色 保 健

理 论 与

实 践 优

势 

 

医 院 见 习

小 儿 推 拿

治疗 

 

 

1 小儿科为“哑科” 

2 学生再细致观察病

症能力与沟通能力、

缜密的中医辨证施治

方面有欠缺。 

小儿科特点和小儿中医推拿治

疗为切入点： 

1 让学生体会做小儿推拿的难

处。 

2 体会小儿推拿医师需要耐心、

细致观察力、扎实的辨证论治功

底， 

3 体会备医学人文关怀，医患沟

通技巧、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素

养。 

 

1 学 生 体 会 细 致 耐

心、 不厌其烦、不受

到小儿啼哭，烦躁不

安的情景干扰的职业

抗压能力重要性。 

2 深刻体会“医 者 

父 母 心 ”、医学同

理心等医德。 

3 学生体会到社会人

文关怀及医学专业伦

理 道 德 等 方 面 的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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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4 国 家

“ 大 健

康”背景 

1 深入特殊

教 育 学 校

参观 

2 给学生办

国 家 健 康

政 策 专 题

讲座 

“健康中国 2030”是

目前国家的大健康国

策，也是对中医药专

业积极推动，学生对

推拿专业优势和前景

有所欠缺。 

 

 

 

“大健康”背景为切入点 

1 深入特殊教育学校，了解《中

国 残 疾 人 事 业 五 年 工 作 纲 要

（1988—1992 年）》关于残疾人

三项康复工作的要求，认识到国

家和党的扶持政策，热爱百姓，

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中国公

民。 

2 举办讲座讲述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即目前的各项具体措

施。 

1 深刻了解共产党对

贫苦老百姓的扶助政

策。 

2 培养了学生从内心

爱党、爱国精神，形

成民族自豪感。 

3 热爱上医学这种济

世救人行业。 

5 大学生

推 拿 社

团实践 

 

1 鼓励推动

学 生 组 建

专 业 课 程

相 关 的 学

生社团 

2 参与社会

实 践 的 活

动 

 

1 大学生职业适应较

差。 

2 大学生缺少社会实

践和社会生活体验。 

3 缺乏与患者沟通的

能力。 

4“以人为本”的思维

习惯欠缺。 

 

 

学生社会团体实践活动为切入

点： 

1 保健按摩教师推动学生组建课

程内容相关大学生社团。 

2 监督并再安全保证下组织学生

深入社区和养老院进行医学社

会实践活动；与老人进行沟通和

进行安全保障下的公益保健按

摩等活动。 

3 学生社团举办保健按摩的健康

知识讲座。 

 

1 形成正确的职业认

识。 

2 增强自身的医学职

业适应性。 

3 提 高 团 队 协 作 能

力、创新能力，提高

职业适应能力、社会

责任和职业精神。 

5讨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一种全新的

医学理念，其对人健康的思维也日趋全方位、多层

次。医学再不仅仅只是关注患者疾患本身，还要综

合考虑患者的心理失衡，生活局限，社会局限等困

难，因为这些困境会直接影响疾患预后转变。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医生不但要有高超的

诊治疾病的能力，还必须具备较强“人文关怀”能

和“以人为本”的职业习惯。能换位思考，体会患

者的感受,处处考虑患者的需求；和患者情感共鸣，

关心、关怀、尊重病人,能将医学人文精神融入到整

个疾病诊疗全过程之中，这也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

的根本。同时医生应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能对

忍受病痛的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帮助患者解除心理

压力，因为心理康复对疾病的恢复作用巨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

安危，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是疫情来袭时最美的

“逆行者”，每一个医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

述了什么是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和团结协作，阐述

了医学的社会责任和医学职业精神的深刻内涵；这

些都是是即将走入工作岗位的医学生必须具备的职

业精神。 

以专业知识技能的传授过程为载体，开展大学

生的思政教育，其影响力是深远的，是其他的教育

方式不可替代的。[4]高等医学院校思政教育建设，直

接影响着高校医学生的思想方向和政治素质，更是

决定了我国医德医风建设的整体发展水平。[5]没有进

入岗位的医学生，普遍需要提前体验医学社会角色，

需要提高沟通能力和“以人为本”等的医学职业精

神。而课程思政“德行”教育，帮助医学生形成正

确的职业认识，培养出学生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

社会责任感；同时能增强学生形成自身的全面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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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增强了他们的职业适应性，所以，医学生“思

政教育”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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