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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斗争中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

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从理论内涵上来说,抗疫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在中国

的生动实践,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是中国各行各业职业精神的生动体现。 抗疫精神为新

时代中医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厚植了文化土壤,强化了价值引领,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中医药高校要在教材教案中用活抗疫素材、深化抗疫精神课堂教学、加强网络平台抗疫精神正能量传播、建
强抗疫精神教育队伍力量,不断拓展和优化抗疫精神深度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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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高校师生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

下简称为新冠肺炎) 疫情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伟大抗疫精神的践行者、传承者。 中医药高校

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应深刻领悟抗疫精神的理

论内涵,充分认识抗疫精神的时代价值,积极探索

抗疫精神教育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路径,充分

发挥抗疫精神鼓舞人、感化人、激励人的积极作用,
从伟大抗疫精神中汲取不断前行的磅礴力量。 本

文拟对中医药思想政治工作视域下抗疫精神的理

论内涵、抗疫精神教育的实践价值与实施路径进行

探讨。
1　 思想政治工作视域下抗疫精神的理论内涵

1. 1　 抗疫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生动实践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1]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立场。 抗疫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在抗击疫

情伟大斗争的生动实践和完美体现。 一方面,抗

疫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从中央到地方均秉承着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依靠全国

人民的力量有效化解了疫情的严重影响。 抗疫精

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现实体现,践行抗疫

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弘扬与传承。 另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对抗疫精神的传

承与创新转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 从

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和审视抗疫精神的内

涵,能帮助人们从抗疫精神中汲取精神动力,并自

觉地对其进行传承和创新转化,不仅能将内心认

同转化为行动自觉,也能将精神力量转化为行为

实践,引导人们自觉弘扬和传承具有巨大时代价

值的伟大抗疫精神。
1. 2　 抗疫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　 民族

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的精

神样态。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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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伟大抗疫

精神同中华民族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深刻诠释和生动践

行[2] ,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第

一,体现了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民族精神。 在这

场“战疫”中,既有执甲逆行、驰援抗疫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也有争分夺秒赛时间的科技工作者,既有

默默坚守、耐心排查的社区工作者,也有克服困难、
居家坚守的人民群众,虽然分工有不同、贡献有大

小,但均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

民族精神。 第二,体现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民

族精神[3] 。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既是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价值取向,也是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坚

定决心,更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人文情怀。
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全体人民与党同心同德、同
向而行,凝聚成了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第三,体现了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在

国家遭受疫情的危机关头,无数中华儿女“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彰显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

气概。
1. 3　 抗疫精神是各行各业职业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新冠疫情面前,全国上下勠力同心,无论是广大

医务工作者还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都以自

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守护生命健康的钢铁长城。
一方面,抗疫精神有力诠释了医务工作者不忘救死

扶伤初心、牢记守护健康使命的职业素养。 他们用

白衣做战甲,把疫情当命令,逆行而上,救死扶伤,
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守护,践行了一切为了人民健

康的使命宗旨,不仅用科学的精神战胜了疫情,还
用生命的坚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成为时代的

楷模。 另一方面,抗疫精神也有力诠释了其他各行

各业崇高的职业素养。 抗击疫情期间,无数平凡人

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成大我。 他们中有把时间看

做生命、实验室看成战场的科技工作者,有把疫情

当警情、为联防联控提供了有力社会秩序保障的公

安队伍,有将一件件防护服、一个个试剂盒、一批批

口罩等“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输送至抗击疫情前线

的日夜坚守生产岗位的普通工人,有默默坚守、为
疫情防控操心出力的暖心志愿者等等,以实际行动

有力地诠释了各行各业的职业精神。

2　 抗疫精神教育在中医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

的实践价值

2. 1　 丰富了课堂思政素材　 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

阻击战为中医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最佳的

素材。 首先,抗疫精神为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提供了鲜活素材。 危机和灾难是对一种制

度是否合理的直接考验,在这场新冠疫情中,我国

抗击疫情所展现的强大的动员力、协调力、组织力

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抗疫精神为

讲好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提供了鲜

活素材。 病毒本身无国界,它更不会带有任何政治

色彩,疫情让人类相互依存、命运相连、利益相关的

关系进一步凸显。 再次,抗疫精神为讲好“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的医德誓言提供了鲜活素材。 在这

场抗疫阻击战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抗疫路上可歌

可泣的感人故事,让广大医学生的思想灵魂受到了

强烈震撼和深刻洗礼。
2. 2　 厚植了社会文化土壤　 抗疫精神逐步融合成

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疫精神融入中医

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厚植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一

方面,舍生忘死、救死扶伤已成为一种中医药文化。
大医精诚、救死扶伤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要义,这
种文化早已根植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培养了数百代

的从医人,广大医务工作者时刻把救死扶伤作为己

任,却从未思考过会因此付出生命,但抗疫精神却赋

予了中医药文化新生命,一位位逆行而上的白衣天

使,一批批驰援抗疫前线的医疗队正是这种中医药文

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 另一方面,敬畏生命、尊重医

者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 坎坷方念安宁,危难才显担

当。 没有生命的流逝,人们很少会思考生命的重要;
没有病痛的发生,人们很少会思考拥有健康的幸福;
没有疫情的威胁,人们也很少能感受到医务工作者的

伟大。 这场疫情让整个社会认识到了健康的幸福、生
命的可贵与医务工作者的伟大,这种认识也逐步凝聚

成了一种“敬畏生命”“尊医重医”的社会文化,这也

为中医药高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文

化氛围和坚实的精神基础。
2. 3　 强化了价值引领作用　 抗疫精神深刻体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诠释了“大医精诚” “医

者仁心”“大爱无疆”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与中

·012· 　 　 　 　 　 　 　 　 　 　 　 　 　 　 　 　 　 2022 年第 38 卷第 8 期(总第 282 期)　 　



医药高校立德树人、培养人民健康事业合格人才的

崇高使命高度契合,为中医药高校学生培养理想信

念、爱国情怀、职业素养、担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精

神滋养,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

人具有重要价值。 将抗疫精神深度融入思政教育,
充分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帮助学生厚植新时代医

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明确医务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职

业操守,意识到医师的尊严需要通过尊重生命而实

现,树立使命感、责任感,重塑职业向往力;帮助学

生塑造新时代医学生无私奉献的品格,实现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的有机统一,激发从医热情,坚
定从医理想,胸怀祖国、心系百姓,自觉将个人理想

融入人民健康事业;帮助学生培育新时代医学生求

真务实的素养,树立科学观念、增强科学意识,成为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敢于创新、尊重科学、刻苦钻

研、精益求精的新时代中医药工作者;帮助新时代

医学生树立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具有世

界眼光、大义情怀的卫生健康工作者,践行医者初

心使命,牢牢守护人类健康[4] 。
3　 抗疫精神融入中医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

路径

3. 1　 教材教案中充实抗疫精神鲜活素材　 中医药

高校广大教职员工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者、
见证者,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了大量感人至极的人

和事。 用好这些最鲜活的抗疫素材,既能丰富思想

政治工作的内容,还能让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事半功

倍。 首先,用活抗疫素材要充分挖掘抗疫素材中的

育人要素,发挥育人实效。 在采用抗疫素材进行思

想政治工作时要注重素材的筛选、甄别和加工,既
要对纷杂的信息进行有效的筛选,做到去伪存真,
也要结合教学目标分清主次。 既要保证素材的真

实准确,也要确保教学效果的有效达成。 其次,用
活抗疫素材要注重贴近现实,凝聚情感共识。 可以

通过邀请参与抗疫的先进典型进校园的方式让学

生真实感受抗疫战中的人和事,引起学生的情感共

鸣;也可以通过大力宣传学生身边的抗疫典型,通
过身边的人和事来教育和引导学生,让抗疫精神可

见、可学、可实践。 再次,用活抗疫素材要因势力

导,倡导主流价值。 思政课的理论讲授融入伟大抗

疫精神和生动抗疫实践案例,活跃课堂气氛,廓清

模糊认识,使正确的思想观念入耳入脑入心,收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5] 。 要将抗疫

素材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及民族精神进行有机结合,
让抗疫精神深度融入时代主流价值。
3. 2　 深化和拓展抗疫精神课堂教学内容　 课堂教

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理应成为抗疫精

神教育的主阵地。 首先,优化思政教育教材体系。
中医药高校应在对抗疫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自身教学的实践与需求,积极组织相关专

家学者将中华民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抗疫伟大胜利以及疫情防

控中的先进人物典型事例编入教材,让教材成为抗

疫精神价值传递的主渠道。 其次,丰富思政教育教

学手段。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创新课堂教育理

念,通过采用小组讨论、翻转课堂、项目教学等方式

来丰富抗疫精神的教育,实现抗疫精神由“要我学”
到“我要学” 的有效转变;同时在合理甄别的基础

上,大量收集各类抗疫素材,并通过慕课、微课、图
片、音像等方式进行课堂展示,丰富课堂教育的趣

味性和可学性,提高课堂教育实效。 第三,拓展思

政教育教学内容。 在抗疫精神有效传达的基础上,
还应适当地拓展其他的教育内容,如与疫情相关的

科学文化知识,增加学生对疫情的认知,让学生更

客观地感受抗疫精神的伟大;将抗疫精神与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与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与“四史教

育”有机结合,让抗疫精神根植学生灵魂。
3. 3　 加强网络平台抗疫精神正能量传播　 在信息

化时代,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年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

渠道,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实行隔离管控期间,网
络成为人们与社会交流的唯一渠道。 越来越多的

学生已经习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发表观点、表达

诉求,因此用好网络平台应成为抗疫精神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提升思政教育实效的主阵地。 一方面,
可以通过积极搭建学生喜闻乐见的抗疫精神网络

平台的方式来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抗击疫情

中的巨大优势,宣传疫情防控中的先进典型,实现

抗疫精神价值的有效传递与正确引导,将抗疫的精

神力量转化为团结奋进的实践行动。 另一方面,还
要充分利用 QQ、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

行抗疫精神的广泛宣传,打造线上线下的立体教育

矩阵,有效拓展抗疫精神的教育空间,适当延长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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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精神教育的时间。 此外,在使用网络平台开展抗

疫精神教育时,也应注重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网

络道德素养的培育,确保学生在网络空间实现自我

教育时不跑偏、不错向。
3. 4　 建强肩负抗疫精神教育职能的思政队伍　 政

治过硬、作风优良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既是中医药

高校做好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也是中医药高校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压舱石和关键所在。 一方面,充分

依靠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 在中医药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教师和辅导员是主流价值的传递者,是
抗疫精神教育的主力军。 因此,他们应该在全面了

解学生思想动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抗疫精神教育的

研究,通过采用合适的方式、多样的手段、多元的渠道

来实现抗疫精神的有效传导。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专

业教师的中坚作用。 教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要
发挥专业教师在抗疫精神教育的中坚力量作用。 专

业教师以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为主业,中医药高校的

专业教师对疫情的认识客观、深刻、理智,在传授专业

知识的同时适时开展“课程思政”,从专业的角度帮

助学生客观、真实、全面地理解抗疫精神,促进抗疫精

神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有机结合和深度融合。 汇聚多

方面多层次力量,把抗疫精神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

程,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4　 结　 　 语

　 　 伟大抗疫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生动

实践,是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医药工

作者职业精神的生动体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高校

应成为传播伟大抗疫精神的主阵地、主渠道,深入

研究和充分挖掘抗疫精神的深刻理论内涵,认真探

索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到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科学路径,研究抗疫精神与中医药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之间的关联,找准抗疫精神与“大医精诚”中

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契合点,使抗疫精神成为

当代中医学子的精神追求和实践主体,擦亮当代中

医药青年大学生的人生底色,培育一代代自觉弘扬

和践行伟大抗疫精神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中医药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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