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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是当代高校教育的重要环节,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部分,是做好其他学校工作的前提。
高校需要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三全育人”理念是对课程思政教学思想

的完善,使得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始终,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这与中医整体观良好契合,符合中医天

人合一、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思想道德传统。 学生标准化病人(SSP)教学以真实模拟典型案例,使学生通

过扮演患者、家属、医师等不同角色,切实体验临床患者接诊、病史采集、四诊合参、病历书写、医患沟通、人

文关怀等各个环节,可有效提升学生积极性及主动性,符合现代高校中医儿科学临床学科的教学需要。 基

于“三全育人”理念指导下的 SSP 教学可在有效提升中医儿科学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大医

精诚、人文关怀等课程思政内容融入教学过程,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全能型优秀中医儿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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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育人”是指以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为模

式的现代课程思政理念,有利于从系统和整体的

角度综合提升高校的课程思政教育水平。 “三全

育人”理念契合了中医学“整体观念” 的思想,符
合中医学高校教育的理论体系。 中医儿科学是一

门特殊的临床学科,既有中医学临床课程整体观

念、辨证论治的特点,又有小儿“哑科” 的特殊之

处。 中医儿科学除了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储备

外,人文素养、以人为本的优秀医德医风也占有同

等地位。 同时,中医儿科学还需要医者有良好的

耐心、细心以及诚心。 学生标准化病人( SSP)教学

以情景模拟的形式,让学生切身体会儿科临床不

同角色的特点,身临其境地感受患儿、家属、医者

之间的现实问题,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多元化

融合。 SSP 教学是“三全育人”理念与临床课程实

际需要的融合创新,有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医

儿科学高端人才。
1　 “三全育人”理念符合中医药人才培养需求

　 　 高校教育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核心部分,课程

思政元素的开展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医药文化传

承者和实践者的必要因素,是做好其他高校工作的

前提[1] 。 高校对中医人才的培养需要以立德树人

为核心理念,严格落实“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

发展”的教育宗旨[2] 。 “三全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以理想信念为教育核心,使课程思政内容

贯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形
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符合现代中医

药人才培养的切实需要。 徐张杰等[3] 以“三全育

人”为指导,进行中医临床课程的思政教育改革建

设探索,雷磊等[4]基于“三全育人”理念探索中医妇

产科学的教学方法,并进行创新改革。 同时徐凯

等[5]研究发现“三全育人”理念在中医课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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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促进学生就业模式的优化,利于学生未来发

展。 基于“三全育人”的理念指导,中医院校纷纷探

索课程思政在各专业教学中的融合,使得教学与课

程思政形成协同效应,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为宗

旨,培养专业知识过硬、医德医风优良的综合素质

医学人才[6-7] 。 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

间,医务人员的奉献精神,加之中医药在疫情防控

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优势,结合“三全育人”的理念,
更加有利于中医教学过程中培养出学生们的大医

情怀以及对中医文化的自信[8] 。
2　 “三全育人”理念与中医学整体观良好契合

　 　 实践证实,“三全育人”的这种理念与中医学整

体观思想良好契合,在中医专业教学的过程中融合

“三全育人”理念,有望实现医教协同、因材施教,培
养知行合一、见微知著、德才兼备的全能型中医人

才[9] 。 区别于既往单纯课程思政存在“生硬” “片

面”等不足之处,“三全育人” 以“整体观” 为导向,
强调课程思政元素贯穿教学全过程、全方位,与课

程教学有机融合[10] 。 结合中医学自身专业特点,形
成学校、医院、社会、学生“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全程融入课程思政元

素,挖掘中医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中医学天人合

一、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传统理念,以及中医经典

医家思想、事迹等,潜移默化、循序渐进、润物细无

声地培养学生的中医文化自信、家国人文情怀、大
医精诚品质、守正创新的初心和使命,让学生的思

想境界逐步从 “学医术” “悟医德” 升华到 “行大

爱”,实现中医学专业知识与立德树人、以人为本授

课目标的融通[11-12] 。
3　 SSP 教学符合中医儿科学教学需要

　 　 SSP 教学属于情境模拟教学范畴,是为临床

医学课程教育量身定制的新型教学模式,是现在

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创新内容。 其结合临床

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完整模拟临床诊疗过程,包
括患者、家属、医师的角色扮演,以及患者就诊过

程中各个环节的具体展现,可有效地锻炼学生病

史采集、中医望闻切诊、西医体格检查、中医辨病

辨证、遣方用药、病历书写、医患沟通、人文关怀等

临床综合能力[13] 。 SSP 教学模式为培养符合实用

型、技能型的中医临床人才提供了有效手段,通过

让学生切身融入临床诊疗程序的模拟情境,直观

地感受临床实际状态,学生们可通过这种参与感

增强自身的自主能动性,并提升专业学习的兴趣

性。 在参与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临床思维

能力、医患沟通能力、人文关怀体现,以及以医学

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等综合能力,进而培养出既

能“动口” ,又能“动手”的综合中医人才,避免“高

分低能”的存在。 同时,通过在高校教学、规培教

育等群体的实践研究,实际验证了 SSP 教学在医

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可有效提高学生的临床综

合能力,提升教学质量[14-16] 。
4　 “三全育人”理念下 SSP 教学与中医儿科学的融

合具有良好实践探索意义

　 　 中医儿科作为“哑科”,临床诊疗过程相对于成

人内科具有一定难度,尤其在病史采集、医患沟通

方面困难重重。 基于 “ 三全育人” 理念指导下的

SSP 教学的融合可使中医儿科学的临床教学更加生

动具体,学生学习更加积极、主动,通过情境模拟,
使得学生“早期接触临床”,从家属、患儿、医师不同

的角度切实体验中医儿科临床诊疗过程。 让学生

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换位思考家属及患儿的需求和

心理,有助于培养学生临床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

共情能力、人文关怀精神的修养。 将“三全育人”的

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理念融汇贯穿 SSP 教学过程,使
得学生在模拟过程中融入医德医风素养,培养临床

以人为本的执行理念。 二者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培

养“大医精诚” 的全面型优秀中医儿科临床人才。
张丽丽等[17] 、刘平辉等[18]结合儿科学的临床特点,
对儿科护理以及临床实习同学实行 SSP 教学,结果

提示 SSP 教学模式可有效提高儿科学生分析、解决

临床问题、掌握临床基本技能、医患沟通等临床综

合素养。
“三全育人”理念指导下的 SSP 教学有利于学

生们早期接触临床,开阔学生临床思维,提高医患

沟通、四诊采集、临床查体等能力,为正式进入临床

做好准备。 孙丽平等[19] 基于“三全育人”的培养理

念,将国医大师王烈教授的学术思想作为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有机融合于中医儿科教学,提升了学生的

思想道德修养,为儿科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刘丽婷等[20] 以课程思政为指导思

想,将 SSP 教学运用于中医内科学本科教学过程

中,研究表明其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思

维、技能等多方面能力,提高学生团队协作、医患沟

通以及医学基本知识的融会贯通等能力,极大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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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主观能动性,潜移默化地培养

学生仁心仁术、患者为本的医德修养。 这为融合了

“三全育人”理念的 SSP 教学模式在中医儿科学临

床教学中的应用进一步提供了支撑依据。
基于此,笔者拟以“三全育人”为理念,以我校

中医儿科学本科班为研究对象,探索 SSP 教学模式

的实施对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优势,有望获得可靠

进展。
5　 结　 　 语

　 　 综上,课程思政元素在中医儿科学教学中的应

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职业道德和社会

责任感。 SSP 教学生动直观,对于临床技能、思维提

升效果优良,可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参与热情,
激发学生对中医儿科专业的热爱,变被动为主动地

学习探索专业知识,可有效提高专业教学质量。
“三全育人”理念作为目前课程思政教学的主导思

想,有别与既往课程思政内容“生硬”“单一”的插入

课程教学,学生学习热情不足的问题,其结合课程

实际循序渐进地融入课程教学的全程。 将“三全育

人”理念融合进 SSP 教学过程,契合中医的整体观,
学生可在不知不觉中学习提升。 基于“三全育人”
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将 SSP 融入中医儿科学临床教

学,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以及中

医临床诊疗思维、医患沟通、人文关怀等能力,培养

德才兼备的全面型中医儿科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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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食板栗好处多(三)
　 　 服食有法需谨记

板栗的服用也有着大学问,板栗淀粉含量

高,多食难以消化或易致胀气,脾胃虚弱、消化

不良及便秘人群应少食。 元代名医朱震亨言:
“然栗大补,柿大涩,俱为难化,亦宜少与。”故

板栗虽味美却不可贪食。 此外板栗含糖量高,
糖尿病患者应当慎食。 古人对于食用板栗有

着很深的讲究,《饮膳正要·服栗子》记载:“每

日空心细嚼之三五个,徐徐咽之”。 (姚鹏宇,
王萌,王平,ht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2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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