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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精神病学》的实践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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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探讨“课程思政”融入《精神病学》的实践措施。“课程思政”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的必要举措，是“三

全育人”的必要环节。本文结合《精神病学》的课程特点，以川北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精神病学》“课程思政”的实践经验为基

础，从提升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与实践能力、《精神病学》思政融入点建设、“课程思政”教学方法选择与教学效果评价这

四个方面提出实施“课程思政”的策略，为后续相关专业课程更有效地实施“课程思政”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课程思政；精神病学；思政元素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886/scjsws20201123001
Practice and discussion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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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measures of integrating“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into
“Psychiatry”.“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is a key measure to foster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a crucial link of“three -ful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Psychiatry”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urse“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in the faculty of mental health，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implementing“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from four aspects：improving teachers’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constructing the integration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Psychiatry”，
choos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and evaluating the teaching effect，thus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in the follow-up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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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本质上是以专业课程为载体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将思想政治要素穿插在高校教

育的各个方面，在专业课程中挖掘其蕴含的思想

政治元素，在课堂教学中实现专业技术教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的统一［1］。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教育

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特别强调“课程思政”的重要

性，“课程思政”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

的重要抓手［2-3］。因此，落实“课程思政”相关精

神，推进思想政治与专业课程的结合与创新十分

必要。本文对思政教育融入《精神病学》课程的

重要性、具体要求、实施方法与效果进行探讨，以

期为《精神病学》课程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提供参

考，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

1 “课程思政”在《精神病学》课程中的重要性

《精神病学》是精神医学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

课程，本课程多开设在大三年级，此时学生积累了

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基本形成了对未来职业的规

划，这一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

培养学生医德的重要时期。因此，在该课程的教学

实践中，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

想政治元素，深化专业课程的内涵，实现专业知识

教育与价值引领的同向同行，使医学生在掌握精神

病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同

感和获得感，才会培养出既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

也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的合格医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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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与实践

能力

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当前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念、新模式［5］。专业教师是实

施“课程思政”的主体，其思想政治素养、思想教育

意识以及专业能力都直接制约着“课程思政”实施

的时效性［6］。医学院校教师虽然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实操能力，但是相较于专业思政教师，思政育

人能力可能相对薄弱，为此，本课题组多措并举、提

高专业教师的思政育人能力。

首先，加强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专

业教师的思想政治修养［7］。本课程组有 90%的专业

教师为中共党员，这是本门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

坚实基础。本课程组将“课程思政”纳入到党支部

的日常学习活动中，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带动作

用，把课程教研会议与党支部会议有效结合，同时

要求所有专业的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思政学习任务

并相互交流学习心得，以理论学习促进课程教学。

其次，邀请思政专业教师加入教学团队。思政

专业教师具备较高的思政理论水平，可以指导本课

程组专业课教师对专业和思政教学内容进行有序

的整合，专业课教师再通过集体备课、交叉听课、观

课、评课等方式，不断提高思政育人水平。

最后，开展主题鲜明的思政实践活动。挖掘专

业背后蕴含的思政元素，不仅需要本课程组教师具

有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储备，还需要将理论实践

化［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当教师在

实践中获得了深刻的体会，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才

能有机结合，进而达到“课程思政”隐形育人的目

的。通过开展义诊、去福利院探望、定期举办思政

热点讨论会、组织观看爱国主义电影、参观名人故

居和博物馆等具有鲜明主题的思政实践活动来丰

富教师的社会阅历，引起教师共鸣，真正提升《精神

病学》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的实践能力。

3 《精神病学》“课程思政”融入点建设

本课程组在“课程思政”理念的指导下，紧紧围

绕教学大纲，积极挖掘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建立

完善思政素材库［9］。

3. 1 融入家国情怀视角，培养爱国主义

本课程组在《精神病学》绪论讲解中融入国家

相关政策，如《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关于印发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全国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健康中国

战略（2019-2030）的第五部分——心理健康促进行

动等，这些政策体现了国家以人民身心健康为重的

发展理念。在讲解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政策动态，

了解我国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如焦虑障碍、抑郁症

患病率情况，让学生深刻认识我国“以人为本”的治

国理念，激发爱国情怀。教师再进一步结合每一项

政策进行解读，如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每一个

“我”的参与，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个人的全面健康

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密不可分，在此处可联

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务工作者前赴后继的英勇行

为，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人们群众的身心健康

保驾护航，引导学生做好为国奉献、服务大众的思

想准备。

本课程组在《精神病学》第六章物质依赖相关

内容讲解时，引入“鸦片战争”的历史内容，如林则

徐虎门销烟，通过图片和影像等方式向学生展示我

国近代的悲惨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

情怀。

3. 2 融入人文、伦理道德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医务工作面向的是患者，医务工作的本质包含

了人文主义精神［10］。本课程组在第七章中向学生

介绍目前对精神分裂症治疗中采取的保护性约束，

这体现了现代医学的人文关怀。保护性约束是医

护人员针对患者病情的特殊情况，对其紧急实施的

一种强制性的最大限度限制其行为活动的医疗保

护措施，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意外因素对患

者的伤害。教师在讲解后设计情景剧，学生在剧中

深临其境感知患者的感受，使得他们更加深刻体验

医学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对“三无”精神病患者的处

理流程，充分体现了“救死扶伤”的医学人文精神和

“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中华文化精髓［11］。

3. 3 融入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注重意识形态、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精神病学》第三章讲解感知觉障碍、思维障

碍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精神，向学生强调意识形态的

重要性［12］。当我们在视、听、触等多种感知觉上存

在困难时，会出现思维形式障碍、思维内容障碍，其

表现为妄想、超价观念及强迫观念，会失去对自己

的控制。同样，在意识形态阵地，如果不去用真理

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社会动荡，因此，必须牢牢

占领主流意识形态阵地，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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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3］，意识形

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4］。在《精神病学》第十章讲到

焦虑症状相关内容时，首先引导学生做好人生规

划，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相结合，并衍生举例，以大学毕业生就业焦虑

为例，讨论如何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以人际

焦虑为例，讨论如何协调自我身心关系，促进个人

和他人的和谐，践行追求人际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把握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正确认识个人

与社会的统一性关系。

3. 4 融入唯物辩证的哲学理论，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在《精神病学》第一章绪论中，教师带领学生回

顾精神病学领域的十大变革。在讲解中，将精神病

学的发展历史与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间点相结合，

如 2021年是E. Bleuler命名“精神分裂症”110周年，

也是中国辛亥革命发生的纪念年，让学生从历史角

度看待中国的沧桑巨变，精神病学的发展是曲折的

也是进步的，正如我国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进步，发展总趋势是向前的，医

学的发展永无止境，医学生也要不断探索、实践、创

新。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也在发生变化，教师用图片与视频向学生展示精神

疾病被“妖魔化”的历史，以及现代科学精神病学的

发展，让学生消除对精神疾病的歧视与偏见，促进

学生形成对精神疾病的科学看法与态度。在第九

章双相情感障碍的讲解中，教师在专业知识讲解中

联系辩证法中的矛盾论和我国的儒家经典“中庸之

道”。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发病期一直处于犹如过

山车般的极端情绪体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及社

会功能，讲解此部分时引导学生重视情绪管理：学

会对情绪的控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并且插入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15］，让

学生在面对困难时学会正确认识人生矛盾，及时调

整不良情绪，树立正确的得失观、幸福观、生死观。

4 结合思政案例，探索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

方法

避免“课程思政”流于形式，达到在潜移默化中

育人的目标，课程组通过精心研究讨论，提炼思政

核心素材，结合教学内容，改进原有教学方法，并引

入新的教学方法和形式，巧妙地将思政内容有机融

入课堂教学［16］。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线上采用网络教学、微课等现代教学方

法，线下采用案例讲授法、问题导向学习（PBL）、小

组导向学习（TBL）、翻转课堂、情景模拟与角色体

验、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教学方法相互渗透，增加

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17］。

课堂教学采用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包括“讲、

查、做、演、论”。“讲”指教师的课堂讲授。教师在课

堂讲授中应采用贴近生活的案例，如在讲解医务人

员抗疫历程时，切忌强行煽情，从小人物身上的小

事件入手，更容易让学生产生共情，深刻认识到医

务人员的抗疫精神。“查”指学生自行查阅资料。教

师要求学生在课后查阅相关资料，如在学习矛盾论

后，让学生阅读《矛盾论》。“做”指学生设计课件或

微视频来分享自己的感受。“演”指学生在课堂上进

行情景剧演出，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表演展现医

疗过程的情景剧。“论”指学生围绕思政要点进行辩

论，教师根据不同的思政主题展开讨论会，如在讲

解意识形态时，教师将学生分为两组，分别持不同

观点进行辩论，真理越辩越明，经过辩论学生更深

入理解所学的思政要点［18］。

“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通过实践的理论才能

真正被学生掌握［19］。教师在课后组织学生开展第

二课堂，如举办关于时政要点的学术讲座和观影研

讨等活动［20］。同时，在学生的课余时间组织社会实

践，比如在每年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月、艾滋病日、高

血压日等组织学生开展专业知识科普和志愿者服

务活动，社会实践不但能使学生学以致用，还能增

强社会责任和职业意识。

5 构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课程组充分利用教师与学生两个评价主体，构

建完善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21］。首先，课程组教师

通过学生的课堂与实践表现，给学生打分，分值占

学生期末成绩总分的 10%。其次，课程组每学期召

开一次学习交流会，邀请任课教师、各班班长、学习

委员和学生代表参加，师生就“课程思政”的实施情

况进行交流，任课教师在会议上充分听取学生的意

见，优化教学方案。最后，向所有学生发放“课程思

政”教学效果反馈评价表，评价的项目包括教学案

例选取、教学方法、教学互动、学生学习兴趣的提

高、学生的总体满意程度等，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

学习感受来填写，以此评价“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是

否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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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程思政”融入《精神病学》的效果评价

与反思

通过向 2015级、2016级、2017级学生发放调查

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满意度较高。

大多数同学认为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后，学习兴

趣提高了，加深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思政要

点的认识。目前，《精神病学》课程组“课程思政”的

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从教学效果来看，虽然取得

了一些成效，但是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未来“课

程思政”的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进一

步挖掘思政元素，建立更丰富的思政素材库，探索

更合理的思政与专业知识结合点；其次，避免生搬

硬套、过度“思政”，这需要提高课程组教师的思政

意识和能力，课程组定期组织任课教师开展教学研

讨会，不断提高对思政要点和教学内容的理解；最

后，学生真正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课程思

政”的实施重点，课程组将进一步完善教学效果评

价体系，听取学生的意见改进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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