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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医学院校“大思政课”的路径
郑怡婷 王雨晨 马文斌 刘乐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200025；

摘要：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医学院校“大思政课”建设意义重大，有利于夯实党和国家发展根基，推动思政工作

改革创新以及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当前，医学院校在“大思政课”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理念与内容有待革

新、尚未广泛调动育人主体、课堂模式亟需创新和育人资源有待整合等现实困境。因此，医学院应通过厚植“大

情怀”、构建“大课堂”、汇聚“大先生”以及整合“大资源”，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效融入“大思政课”建设，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着力为全国培养优秀的医疗卫生事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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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 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1]
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提供了方向指

引与根本遵循。2022 年 8月，《全面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的工作方案》通知指出“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

设，要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2]
。“大思政课”

结合现实，注重理论，立足思政课主阵地，拓展思政课

的视野、范围和格局
[3]
，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与方法。

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了我国新时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

成果，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与大政方针，

是“大思政课”的“活教材”。由此，医学院校应积极

探索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思政课”的有效路径。

1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医学院校“大思政课”

建设的意义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新时代的思政工作要求高

校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学生头脑并指导实践
[4]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丰富、立意深远、思想深邃，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这一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融入医学院

校“大思政课”建设，有利于夯实党和国家发展根基、

推动思政工作改革创新以及推进“健康中国”全面发展。

1.1 应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夯实党和国家发展根

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

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

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
[5]
。在当前的历史关键期，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巩

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尤为重要。高校善用“大思政课”，能铸牢学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学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意

识，引导学生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1.2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思政工作改革创

新

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

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5]
。

由此，医学院校的“大思政课”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满

足时代进步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凝练了党和国家在

实践经验中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一方面为“大

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提供新的方向，另一方面给“大思

政课”的教学注入新的源泉。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

思政课”建设，有利于激发思政教学创新活力，提升育

人实效。

1.3 强化医学青年政治引领，共同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

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
[6]
，由此青年是国家发展的中坚

力量，医学青年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

量，医学院校要在“大思政课”中引导好广大医学青年

听党话、跟党走。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医学生的发

展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框架，是其成长成才的动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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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在“大思政课”建设中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医

学生成长规律相联系，有利于引导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大思政课”发挥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育人效果，

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当前医学院校“大思政课”实践的现实困境

医学院校是培养新时代优秀医学人才的聚集地，是

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力量。“大思政课”是医

学院校立德树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路径，

但当前医学院校在“大思政课”的实践过程中存有不少

问题和挑战。一是“大思政课”的建设理念与教育内容

有待革新。二是尚未广泛调动育人主体。高校思政课教

师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科结构、学缘结构出现

不平衡的现象
[7]
，教学能力亟待提高。如何创新“大思

政课”课堂模式，让医学生思政教育更富有吸引力、生

命力以及感召力是医学院校要思考的问题。四是尚未充

分整合育人资源。“大思政课”要求场域打通，内容串

联，资源共享，但在当前实际实践过程中，育人资源来

源较为单一化，医学特色不显著，充分整合育人资源可

为医学院校“大思政课”提供丰富的素材来源。

3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医学院校“大思政课”

的实践路径

“大思政课”建设需紧跟时代潮流，坚持守正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医学院校“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基

本遵循、思路参考与素材支持。由此，通过厚植“大情

怀”、构建“大课堂”、汇聚“大先生”，整合“大资

源”，医学院校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思政课”建

设，以期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思政育人工

作提质增效。

3.1 厚植“大情怀”，革新“大思政课”育人理念

医学院校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世界观、方法论融入

“大情怀”的培育工作，是顺应时代发展之举，“大情

怀”来自爱国情怀。何谓“爱国”，意在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

“大情怀”来自人文情怀。何谓“人文”，意在以

人为本，以文化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9]
。 “以文

化人”实质是以人文之道化人，医学院校将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强调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伟大建党精神”
[9]
等融入“大思政课”，

有利于引导医学生增强文化自信，践行医者仁心，赓续

中国新时代精神品格。

3.2 构建“大课堂”，拓展“大思政课”育人阵地

“大思政课”涉及历史和现实,关联国内和国际,联

动线上与线下，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

明等各领域,这意味着要有更开放的思维和更广阔的空

间，因此传统的课堂模式难以满足要求。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坚持系统观念”
[9]
，医学院校要用系统观念来

科学构建“大课堂”，以拓展“大思政课”育人阵地。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让校园课堂“有意思”。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打造特色实践研学，让行走课堂“有意义”。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

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5]
。医学院校应扩大教学

半径，将“大思政课”的育人场景扩展到校园活动、社

会生活中：一方面要积极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校园活

动，如将党和国家对青年的期待、“健康中国”等内容

融入医学生开学仪式、白袍仪式等大型典礼的讲话内容

中；另一方面要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校史馆、院史馆、

博物馆、区域红色文化基地、医院、医药企业、国家重

点行业等相结合，借助主题团日活动、党章学习小组活

动、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打造特色实践研学活

动，真正做到让医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大课堂里培根铸魂，

让医学生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3 汇聚“大先生”，形成“大思政课”育人合力

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

的示范，引领学生成长成才。因此，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医学院校应汇聚学校、社会、

家庭三方的“大先生”共同参与。

党政领导是“大思政课”建设的先锋队伍。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

要议程”
[5]
，因此党政领导应在医学院校“大思政课”

建设中提供政治站位，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党的

二十大精神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规划工作方向与落实

育人责任。

思政课教师是“大思政课”建设的主力队伍。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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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8]
。

首先，思政课教师要学思践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提

升理论修养，做好引领学生成长的“大先生”。其次，

思政课教师善用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思政元素，切实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再者，

思政课教师团队间应共享教学资源，互鉴教学方法，同

时可邀请专家指导备课，拓宽学术视野，提升教学水平。

专业课教师、辅导员、行政人员是“大思政课”建

设的生力队伍。专业教师要贯彻落实课程思政建设，如

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健康中国”“近十年伟大变革”，

联系医学领域的发展史、医学名家的奋斗史等融入医学

类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辅导员应利用好党的二十大精

神进行因材施教，如对于高年级学生引导其感悟“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论述，对于有入党意愿学生引导其明

晰党的二十大大会主题，对于中国台湾同胞则引导其了

解“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相关论述，对于少数民族学

生则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

3.4 整合“大资源”，增强“大思政课”育人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史”、伟大精神谱系、红

色历史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医学院校“大

思政课”的好资源，利于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大思政课”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

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9]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文脉，代表着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医学院校在

“大思政课”中融入包含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利于引导医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在“大思政课”中感受“四史”魅力，引导明理增

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

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9]
。“四史”是“大

思政课”最好的教科书之一，医学院校要在进一步推动

“四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上下功夫，还应

努力发挥好“四史”在党员培养中的作用，如用党史讲

好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用新中国史讲好党的历史重任，

用改革开放史讲好党的历史伟迹，用社会主义发展史讲

好党的历史担当。

在“大思政课”中领悟精神谱系，汲取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9]
。医学院校应深入了解伟大精

神谱系的精髓要义与内涵特征，尤其将“抗击‘非典’

精神”等与医学领域相关的精神，以及其所涉及的历史

演变过程、人物事迹等融入日常教学、校园活动、实践

服务等过程，借助“舞台思政”等多重艺术表现形式的

方式呈现，以引导医学生汲取精神力量，在医学领域贡

献自我力量。

在“大思政课”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医学院校应充分挖掘学校周边的红色资源，开展参观革

命遗址、烈士陵园、革命历史博物馆等“行走课堂”活

动，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有机结合，打造集

理论学习、现场教学、亲身体验于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

引导医学生通过实践教学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通过真

实情境感悟红色文化精神力量，体会伟大精神的深厚内

涵，升华学生思想，滋养学生心灵，达到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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