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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医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

径探索
龚万琴 魏晨蕾 龚世玄

江西南昌，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330200

摘要：新形势下，将红医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政教育，是培养德才兼备医护工作者的有效方式。本文通过

深度阐述红医精神的内涵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来论述此点。分析总结中发现红医精神融入高职医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存在教育教法程式化、内容表面化、缺乏力度和吸引力的问题。因此，深度分析红医精神的融入途

径是全方位的，是提升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的有效方法，为社会培养医德高尚、富有责任感的高素质

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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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医精神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宝贵的财富，对医

学生的成长作用巨大，体现在其巨大的价值在于能够与

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有较高的契合度。然而，

由于目前高职院校在开展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

依然存在将红医精神融合作用发挥不足，育人功能尚未

有效实现，存在一定的困境。所以，该研究探索出符合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的有效途径，希望探索出有效途

径，有助于提升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1 红医精神的科学内核及其在医学生思政教育

中的重要性

1.1 红医精神的科学内涵

在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医疗卫生工作者为核心主体,全力服务人民、与疾病伤

痛顽强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伟大精神瑰宝,这就是红医

精神,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

1.1.1坚定的理想信念

矢志不渝坚守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红医人,始终把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铭记于心。他们不论艰险,始终毫无

保留地为革命事业与人民健康奋斗不息。回望延安时期,

只为能够让理想信念落地生根,绽放光芒,许多医护人

员舍弃大城市的优渥条件,却义无反顾奔赴条件艰苦的

根据地。

1.1.2深厚的爱国情怀

红医人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

系在一起。每当国家、民族陷入危难之时,以救死扶伤

的实际行动抗击敌人、抢救伤员,始终坚持以大无畏的

精神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展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怀。

1.1.3大爱无私奉献精神

红医人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都不求个

人的回报，默默无闻地为患者服务，战争中“能穿过枪

林弹雨去抢救伤员”，和平时代“扎根基层、奔赴边疆”，

用行动践行奉献精神。

1.1.4顽强的奋斗意志,高尚的医德医风。

红医人在面对缺医少药、设备简陋等困难,不仅没

有退缩,攻坚克难,反而全力开展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

工作。他们在医护工作中,以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湛的

医术,深得患者们的信任与尊重,从而树立起令人敬仰

的职业典范。

1.2 红医精神对于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可

忽视的重要意义

1.2.1 将红医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利

于引导医学生构建高尚的职业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职业导向。红医精神中所体现的

医德医风如灯塔一般指导着医学生今后行医路上的职

业道德导向，引领着医学生在今后漫长的从业生涯中，

时刻以医疗伦理与医疗道德规范做标杆，自觉抵制各种

各样的利益诱惑成为有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的医务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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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将红医精神贯穿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

利于培养医学生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红医精神爱国主义情怀，就像一簇火种。在

思政教育工作中融入红医精神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对

于中华文化的自信、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可以使医学

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和

国家的医疗事业密切相连，这样能够不断提升学生努力

奋斗的内生动力。

1.2.3 引入红医精神促进思政教学中的医学生保持

学习斗志，增强创新思维，砥砺前进不断锤炼专业能力。

红医精神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好似一面引领前进的旗

帜，促使医学生在学习上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磨练自

身的专业技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医务之路。

2 当前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红医精

神的融入状况分析

在医药健康快速发展的当代，拓展深化红医精神内

涵在医药教育中的渗透，是推进医药人才培养素质拓展

的有效实施方式之一，然而，当前这项拓展开展的形式

与结果，相关问题仍值得相关情况的切实研判。

2.1 教育方式层面

现在，许多学校正在将红医精神融入思政教育中，

但普遍依赖传统教学方法，教师单向地向学生传授红医

精神的理论内容。例如:在思政课堂上,教师一味机械地

宣读红医精神相关历史资料,却并没有引导学生深入思

考,更没有将红医精神与当下医学实践、个人职业发展

紧密结合,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

2.2 教育内容维度

在教育内容方面,红医精神与医学专业知识的融合

严重脱节,在当今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所占比非

常低。目前,有的院校在课程中提及红医精神,通常是流

于表面泛泛而谈。没有深入挖掘红医精神对培养医学生

职业素养、高尚医德医风所存在的重要价值。例,当教

师讲红医精神的历史背景与重要事件时,并没有结合临

床所频繁出现的医德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2.3 教育载体范畴

在教育载体运用方面,目前主要是教材和传统课堂,

教育形式无多样性可言,未能有效发挥互联网在教育领

域的作用。同时,校园文化活动中,缺少以红医精神为主

题的活动,红医文化氛围不够浓厚。此外,学校官网、公

众号等新媒体渠道对红医精神相关的专题内容推送太

少,极大削弱了新媒体平台在传播红医精神的效果。

2.4 学生接受度视角

受教育方式、内容以及载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

致部分医学生对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淡

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红医精神与专业学习和未来

职业发展是无关紧要的。从而,缺乏主动学习红医精神、

并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红医精神的内驱力。

3 红医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政教育中的

实践路径

为了能够更好的将红医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在此,从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校

园文化等方面入手探索一些实践路径:

3.1 在思想政治教学时，以红医故事和事例的方式

感染学生，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通过红医故事和事例，为思想政治教学课堂增添了

一股新鲜空气，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以

前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物资缺乏、环境恶劣正是红医们凭

借着不畏牺牲、临危不惧的精神，精湛的医术以及坚定

的信念，抢救生命，争分夺秒。和平年代的今天，依然

可彰显红医精神。在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无数医护人员

们无视自己的安危，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用自己宝贵

的生命来保护患者的生命，成为新时代的红医故事。通

过真实事件，营造的情感体验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压

抑，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对于医学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也

能够在学生心中树立红医精神。激励学生们，不忘初心，

牢记肩负使命，为医学奉献。

3.2 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对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有效载体

由学校组织医学生开展红色医务志愿服务、参观红

色医疗遗址、到基层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

社区义诊现场，医学生们身穿整齐的白色大褂，熟练地

掌握血压计、血糖仪的操作使用，认真仔细地为社区居

民测量身体各项指标。同时，针对社区居民提出的各类

健康问题，还结合专业知识答疑解惑，有针对地讲解常

见疾病预防与日常生活保健的相关知识等，让居民在家

里“家门口”得到优质便捷贴心的医疗服务。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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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护实践活动攻破了校园理论学习的墙，在亲历实践

中使医学生们深度领悟了红医精神内核。学生了解到红

医精神不仅存在于教科书和讲堂，更要通过自身感染向

大众传播，通过自身的行动，使医学生们明确了传承红

医精神的意识和决心，锻炼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让医

学生们深入了解红医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3.3 积极开展红医文化教育，如红医文化节、红医

文化讲座等，营造红医文化氛围

学校根据教学安排，可以组织红医文化讲座。邀请

经验丰富的老医学专家、钻研红医文化精神的专家，以

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的故事与师生共叙红医先辈们是

怎样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不顾枪林弹雨、硝烟

弥漫，始终把救死扶伤的使命扛在肩膀上；怎样以坚定

的信念和意志，战胜物资极度短缺、医疗条件艰苦等一

切困难，争分夺秒抢救伤员，为了生命随时可以牺牲一

切的英雄事迹。通过感人肺腑、真实鲜活的红医先辈们

的事迹，领悟红医们伟大的奉献精神与博大的情怀。此

外，学校还可以开展红医文化节。文化节期间举行了多

种形式的文艺节目表演，通过舞蹈、小话剧和朗诵等形

式再现了红医先辈们的事迹。让师生通过演出仿佛看到

了红医前辈英雄的身影。同时举办了主题展，通过历史

图片、文献史料及实物生动再现红医的历史，让师生通

过展牌观览，在深深回味中接受红医精神的浸润和熏陶。

3.4 安排相关趣味项目，可引入模拟战场救护任务，

让学生亲身感受红医前辈们工作的艰难，以加深对

红医精神的了解

通过对项目内容充实完善，形式灵活多样，从视觉、

听觉、触摸觉等多个角度营造出潜移默化的红医精神氛

围，让红医精神之风吹满校园每个角落，浸润心灵每个

部分，鼓励广大同学要以红医前辈为标，学习与传承红

医精神，服务医疗卫生事业。

3.5 积极搭建网络教育平台,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

势,拓展红医精神的传播广度与深度

互联网时代洪流滚滚而来，互联网平台搭建为将红

医精神有机整合于思政育人带来无限空间。高校和医院

合作搭建红医精神专题网站，在“红医故事”一栏回顾

往昔，往昔红医人的事迹由图片与文字及视频交相辉映，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抖音、公众号等主流网络媒介发出

红医精神议题讨论。基于思政工作开设红医精神网上课

程，并配以卡通图像、经典案例等，将红医精神的内容

整合为一个个碎片化的知识点。使红医精神能够有机融

入思政育人工作中并感染一代又一代青年为人民服务、

奉献生命。

4 将红医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政教育的

保障机制

要想将红医精神更好地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必须要构建全方位的保障机制，从管理保障、

队伍保障、资源保障等多层面发力。

4.1 加强组织领导

高职院校要成立一支有层次的工作领导小组，由学

校校领导任组长，组织单位应包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单

位、医学院系和学生工作处等部门负责人，负责开展高

职学生红医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

领导，并统筹谋划总体规划，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做好

部署动员，每段时间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解决在

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

4.2 加大资源支撑

一是着力加强师资力量，定期组织教师开展红医精

神深度培训、教研会，让教师多角度提升红医精神认识

水平与红医精神教学应用能力；二是加大经费投入，专

项经费支持红医精神教育教学基地的打造、精品教学资

料的购买、有关教学研究课题的立项；三是在整合校内

外优质资源上下功夫，与红馆、红址等建立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打造丰富多样化的实践学习平台。

4.3 设置科学的评价体系及反馈平台

设计科学、严密、易于执行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教

学的广度深度、方法的突破和有效性、学生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教学效果的实际作用，对整个红医精神融入思

政教学全过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设立便捷的

渠道，广泛征集广大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建议，

及时依据反馈信息调整、完善工作策略，不断提高红医

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5 结束语

红医精神与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

结合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合格

医护人才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通过多途径多渠道，在

思想政治教育上做好基础工程、主题载体工程以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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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程和人才保障机制，全方位多方面全面提高医学

生的各种思想政治素质、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今

后，应不断完善和尝试如何将红医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与时俱进，更好地

为培养德才兼备的红医精神时代的新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睿,吴群红,郝艳华,等.红医精神的内涵、时代价

值与传承路径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0, 37

(11):851-853.

[2]王萍,李恩昌.论红医精神的内涵与价值[J].中国

医学伦理学,2018,31(02):158-162.

[3]张红,孙海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

融合路径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9(03):50-5

1.

[4]陈立峰,刘利才.地方医学院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

践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04):73-75.

[5]杨建超,张健,王亮.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医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

8(06):28-29.

[6]马真,张凤民,吴玉章.红色医学文化在医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

019,18(03):231-234.

作者简介：龚万琴（1989.02），女，汉族，重庆人，

硕士，研究生，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

向：思想政治教育。

魏晨蕾（1995.03-），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读，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

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等。

龚世玄（1997.08），男，汉族，江西景德镇人，大学

本科，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

政治教育。

项目基金：校级课题《红医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的路径探索》课题编号：GSXY-2024-SZ-001


	家校合作对学生数学成绩影响的相关性研究——以蒙古国和内蒙古中学为例常青1  Batkhuyag S
	红医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探索龚万琴 魏晨蕾 龚世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