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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开展思政教育课程对培养中医药事业发展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必要性,以及《针灸学》课程内容浸润思

政教育的可行性。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医教协同、校院合作、思政教师共同参与,组成课程建设团队,同向同行聚合力,将立

志树情怀、立德铸医魂、立行履实践主线贯穿《针灸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全过程,探索适合本课程特点的思政教育的可行路径,
发挥同向同行及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对中医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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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研究经络、
腧穴及刺灸方法,探讨运用针灸防治疾病规律的一

门学科,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医临床类

专业的必修课程。 而将思政教育融入其课程教学

中,对其实现“健康中国”目标,培养卓越中医技能

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开展思政教育课程是培养中医药事业合格建设

者与接班人的需要

　 　 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
疑难病症和重大传染病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进一

步彰显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国务院印发的《中

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1] 中指

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健康服务业蓬勃发

展,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迫
切需要继承、发展、利用好中医药,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作用,造福人类健

康。”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具备卓

越中医技能的人才,培养新时期中医药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是所有中医药高等院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专业课程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 习总书记指出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 ,因此应充分利

用好专业课程这个“脚手架”,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

人、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教学目标
 [3] 。

2　 思政教育浸润《针灸学》课程的可行性

　 　 《针灸学》是高职中医大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程,对培养卓越中医技能人才具有关键性作用。 课

程体系结构包括针灸基础理论-经络腧穴,针灸作

用技术-刺法灸法和针灸临床应用-针灸治疗三个

部分。 学生通过学习,能够了解针灸历史发展的沿

革,知晓经脉循行路线及经脉所主病证、腧穴定位

及主治,掌握刺灸技术操作流程、适用证及注意事

项,熟悉临床常见疾患的病因病机及针灸治疗方

案。 其课程内容中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兼
具人文与医学科学的多重属性[4] ,同时针灸技术是

对传统中医药技艺、匠人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现

代中医药技术创新的重要成长点[5] ,因此在《针灸

学》课程内容中浸润课程思政教育有利于树立学生

专业自信、文化自信,培养学生高尚的医德医风及

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三全育人”理念下医教协同开展《针灸学》课程

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

3. 1　 同向同行聚合力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提出的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简称“三

全育人”)。 课程思政建设正是基于“三全育人”重

要思想,即坚持立德树人中心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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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全员参与。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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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也

指出了医教协同、深化院校医学教育改革,把思想

政治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因此

医教协同、校院合作,共同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作为双主体共同参与课程思政的开发及实施,摒弃

“课程思政”建设以往的传统单线思维与单兵作战

模式[6] ,与“三全育人”所倡导的全员参与教育理念

是相吻合的。 从发展角度入手,以学生的成长需

要、成才需求为目标,专业教师、校院合作兼职教师

和实习带教老师共同组成教学团队,同时还要邀请

思政课教师参与。 思政课教师负责把握方向,指导

咨询;专业教师、校院合作兼职教师及实习带教老

师集体备课,教研教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商讨临

床真实案例材料,找准思政切入途径,共同开发课

程内容及实践活动,三者同向同行,助力支撑,发挥

合力强大效应。
3. 2　 立志树情怀　 立志树情怀的目的在于激发学

生专业热爱,设定未来成为一名优秀中医技能人才

的成长目标,明确职业发展方向。 例如在《针灸学》
绪论中插入“针灸外交” “针灸申报非物质文化遗

产”影视作品及在刺法灸法篇中引入泳坛名将菲尔

普斯在里约奥运会上出现“拔罐印”的新闻视频材

料,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和对专业的浓厚兴趣与

热爱;或讲述针灸名家皇甫谧“得风痹疾,犹手不辍

卷”,饱受病痛折磨仍著成里程碑著作《针灸甲乙

经》的故事,使学生了解针灸名家成长路径[7] ,见贤

思齐,实现示范引领,培养其孜孜以求的职业精神。
3. 3　 立德铸医魂 　 树立好职业目标,获得职业认

同感后,还应立德筑医魂,帮助学生树立大医精诚、
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 。
如实训操作时,将保护患者隐私部位、操作前医者

须温暖双手、穴位按揉以患者耐受为度、针刺操作

时注意观察患者面部表情及肢体动作等人文关怀

和医患沟通纳入操作流程中,并在考核评分标准中

有详细的评价细则,赋以分值予以评价。 此外,还
可引入临床真实案例,情境交融,例如在讲解拔罐

法操作时,引入著名歌星因保健师拔罐时操作不慎

导致深二度烧伤的负面新闻,告诫学生在任何操作

时须以保护患者为首要前提,谨守安全操作流程。
3. 4　 立行履实践　 教导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目的

在于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借助经典诵

读、绘制经络循行图、中医传统功法及 6S 劳动教育

等实践活动,体美劳三育并举,立行赋实践。 如在

美育方面,配合经络腧穴篇及针法灸法篇开展十二

经脉循行原文、《九针十二原》 等针灸经典医籍诵

读;“手绘经络图”以及常用腧穴思维导图,通过诵

读原文充满节奏感的韵律,绘制体表经脉循行优美

的线条进一步感知中医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体育

方面则配合刺法灸法篇开展五指俯卧撑指力训练、
传统功法八段锦及易筋经呼吸训练,培养强健的体

魄及坚韧的意志力;将美育及体育相结合,配合针

灸治疗篇课后医疗义务服务实践开展宣肺养生操

等传统功法训练,为患者绘制腧穴养生科普作品

等,实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达己达人。 劳育方面

则在对接医院广泛开展 6S 管理,培养学生按照“清

洁、清理、整理、整顿、安全、素养”
 

6S 管理要求,规
范整理画经定穴及刺灸操作过程中所使用的按摩

巾、点穴笔、毫针、乙醇、棉签等实训物品,清洁画经

定穴实训室及刺法灸法实训室的操作环境,养成良

好的职业习惯。
4　 小　 　 结

　 　 实现“健康中国” 目标,需要大量具有高尚医

德、高水平技术的医疗人才作为支撑,帮助中医类

专业学生树立新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建设者与

接班人的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专业核心课程具有义不容辞的义务。 本课程团

队基于“三全育人”理念出发,医教协同、思政教师

共同参与发挥合力,将立志树情怀、立德铸医魂、立
行履实践主线贯穿本课程思政教育的全过程,探索

适合课程特点的可行路径,使其言之有物,杜绝“只

专不红”,发挥同向同行及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对中

医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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