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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思政课研究导向型教学：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践路径①

林超琴②，吕卫华③

（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研究导向型教学是医学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题中之义，也是当前我国亟需培育研究型医学

人才的时代吁求。 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要求思政课教师准确把握研究导向型教学

的科学内涵、学理依据、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不断推进医学院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医学院校；思政课；研究导向型教学；问题意识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４０９（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９７－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①

ＬＩＮ Ｃｈａｏｑｉｎ②，ＬＹＵ Ｗｅｉｈｕａ③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Ｇｕｉｌ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ｌｉｎ ５４１１９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１］

这一重要论述，高瞻远瞩，实事求是，为思政课建设

提供了纲领性指导和基本遵循。 上好思政课的关键

在教师，教师要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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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疫情时代下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着诸多

问题和困境，其中如何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研究型医

学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鉴于此，医学院校

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题

中之义，也是当前我国亟需培育高素质医学人才的

时代吁求。

１　 必然之需：医学院校思政课研究导向型

教学的科学内涵

１．１　 正确理解研究导向型教学的科学内涵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问
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２］。 研究导向

型教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为出发点，以问

题导向为牵引，通过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来解决实际

问题，不断培养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综合创新能力

以及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 医学院

校思政课与医学类专业课有明显的本质区别，从教

学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来看，思政课作为医学院校

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具有思想性、政治性、理论

性等特点，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课程的系统

性、逻辑性［３］。 研究导向型教学在课程体系上打通

思政课与医学类专业课的“任督二脉”，把两者的知

识体系相融合，教师引导并协助医学生有底气地提

出研究性、专业性问题，跳出一般化思维的圈子，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自主求解问题的能力，从而使

研究导向型教学充分发挥引领、浸润、深化、拓展的

育人功能，如图 １ 所示。 因此，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师

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既要注重思政课的学科性、专
业性，又要把握好对象的差异性、特殊性，应做到因

生施教、多方联动。

图 １　 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的育人功能

１．２　 科学把握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

学的学理依据

１．２．１　 新形势下国家亟需培养研究型专业人才　 从

宏观层面上，国家高度重视研究型专业人才的培养。

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要与国家“培

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战略目标

紧密融合。 思政课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内化为自身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解

决现实面临的各种疑难问题，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讲准、讲透、讲活。

“培养什么人”是高等教育领域不断摸索的时代

课题，也是高校教育的核心要求。 思政课教师要进

一步明确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思政教育的首要

问题［４］。 医学院校思政课理应担当起时代使命，为

培养医疗卫生领域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添砖加瓦，引

导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时代新人。

“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关键问题。 如何培养有

本领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民群众健康守护者和医疗卫

生事业接班人，是医学院校思政课在教学改革中面

临的重大课题。 高校思政课旨在传播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政治性、

理论性和导向性［５］。 因此，教师应该坚持政治性和

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把理论思想、课程内容和社会

问题有效衔接，以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问题链串联

起来，训练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发问能力。 需

要特别关注如何挖掘课本中的理论知识与生活中的

现象相结合，让思政课走出理论课堂，走进社会实

践，实现从抽象向具体、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同

时，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师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应当

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教学理念。 通过针对

个体差异性、教育层次非均衡性、专业背景多样性等

学情分析，不断融合专业课程，激发医学生的敏锐性

和专业性，增强思政课的鲜活性和亲和性。

“为谁培养人”是高校教育的培养指南。 教师必

须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培养合格的

建设者、可靠的接班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坚持

为教学服务的初心和使命，秉持“学为人师”的职业

素养，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６］。

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关键在于以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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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为驱动，以学生为主体，以社会为尺度，帮助医

学生跳出理论圈，进入研讨式和思辩式的专业研究

领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和协同

创新能力，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

１．２．２　 高校思政课是铸魂育人的主渠道　 高校的根

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主要显性渠

道［７］。 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要做好

长期发展规划，必须与时俱进，发挥铸魂育人的德育

功能。 为此，研究导向型教学应当贯彻以学生为中

心的基本原则，摒弃封闭式教学的思维方式，突破

“五个转向”的创新理念，彰显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开放性育人理念，培养出有思想、有担当的高

素质研究型专业人才。 一是教师角色的转变。 传统

教学模式通常以教师“说教”为主，向学生灌输既定

的结论或理论，学生被动接受书本知识，扼杀学生的

创新性能力，忽略学生的角色地位。 通过角色转变，

学生由“听”到“做”不断激发对专业知识体系的探

索，通过亲自经历和参与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

动性，这有助于学生掌握和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

二是以“答问”向“发问”的转向。 这种转变有利于

形成课堂教学的双主体性。 学生既是答问者也是发

问者，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之能够自

发地“唱主角”，成为“重要参与者”。 同时能够促进

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和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从而

突破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单向交流或零交流。 三

是学生“求解”向“自解”的转向。 思政课教学要正

确解疑释惑［８］。 如何做到“鱼”“渔”同授，引导学生

“求解”转向“自解”，是教师教学反思的关键问题。

通过“求解”到“自解”，调动学生自主探索的求知欲

和积极性，以达到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四

是教学空间多样化的转向。 教学空间在固定教室，

是传统教学的重要环节，但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应当

结合医学生的专业打造多种渠道，推动多形式、多样

化的教学空间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五是课程考核

由“千人一卷”向“问题意识”的研究型转向。 过程

化考核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激活学生的问题

意识，不断引导学生会学习、勤思考、能创新。

２　 应为之义：医学院校思政课研究导向型

教学的价值取向

２．１　 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以人为本的根本着眼点就是

突出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医学院校思

政课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价值立场，

做好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回顾中国的教育历程不

难发现，传统填鸭式教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教师倾

向于知识的灌输式传授，学生乐寓于应试考试，脱离

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无疑对新时代思政课教

学改革创新带来了较大的障碍和困惑。 尤其是传统

教学模式已经远远脱离了培育学生自主研究、自发

思考的教学目标。 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截然不

同，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注重以学

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契合了新时代下高等学校

应培养出创新型和研究型人才的时代要求，为医学

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创设了新理念、新思路和

新方法。 为此，医学院校思政课通过开展研究导向

型教学，能够帮助医学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

观，并通过思政课与专业课的融会贯通，助推医学生

成为新时代品德高尚的研究型医学人才。 一方面，
研究导向型教学实现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为学生

服务的教学理念，展现了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师教学

过程中高阶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研究导向型教

学以医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重点关注他们

的自我学习方法，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和知识转化的

能力。

２．２　 着眼时代变局的价值基调

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高校教

育的迫切需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高科技发展变幻莫测。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

新征程中，培养具有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敏锐思维

能力的大学生至关重要。 高等教育各领域通过以

“培养时代新人”为教学目标不断改革创新。 换言

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弄清楚当前所处的时代

和社会方位，必须尽可能预判好未来面临的时代和

社会局势［９］。 后疫情时代下医学院校思政课肩负着

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把现实观照与内在价值结

合起来，回应时代对担任民族复兴的复合型人才的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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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求，是教学改革创新的必由之路。 而研究导

向型教学顺应了新时代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遵从

了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契合的历史规律，能够有

效化解当前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 这种教学注重

“教⁃学”关系的转换和“引发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逻辑关联，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目标，能

够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值得注意的

是，在研究导向型教学中教师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

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特别是培养学生个体的求知

探索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 因此，研

究导向型教学有力地呼应了新时代对大学生全面发

展的培养要求和殷切期望。

２．３　 面向未来发展的价值牵引

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

出。 而新时代医学生担负着推进未来社会健康发展

的伟大使命，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

时代的发展，他们不再局限于已有的理论知识，对新

生事物充满浓厚的兴趣，对未来生活充满无限渴望。

而面对众多新事物的涌现，学生一旦缺乏自主选择

和创新思维能力，往往会陷入尴尬的困境。 研究导

向型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显

著特点，以学生的能动性、主体性为主，不再局限于

课堂上知识的被动式传授，而是鼓励以引导问题为

主，积极主动去探索书本中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生活

之间的相互关联，真正突出教与学的主人翁意识，并

对未来发展有明辨是非的认识和明确的规划。 因

此，通过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做好

“明辨”这门功课，把好走向社会的“总钥匙”和“大

方向”。 毛主席曾说：“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

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

顿” ［１０］。 这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培养

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知识运用能力，能够引领学生积

极从容应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新特征、新形

势和新挑战，这对于当前培养研究型医学生是极其

重要。

３　 可行之径：医学院校思政课研究导向型

教学的实践路径
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师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是一

项重大的教学改革，必须严谨推进。 在实施过程中

通过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运用严谨而

智慧的思维去观察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从而提升

以问题为导向的创新能力。

３．１　 以问题意识为先导

马克思曾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

题。” ［１１］教师应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社会现象，强化

问题意识，围绕教材大纲，使教学内容以问题链式环

环相扣，把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放在首位。 为此，从医

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入手，强化问题意识，是医学院

校思政课教师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的现实起点。 教

材大纲是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学科教材是培养学生

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理论来源。 医学院

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应当把握好以下重要

环节：一是备课阶段设置好问题、真问题，把知识点

与当前社会热点相结合；二是抛出问题链，引导学生

围绕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并找到解决方案；三是课后

小组汇报，重点归纳出课程知识体系中需要掌握的

难点和重点；四是教学总结和反思。 以《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为例，教材课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

具有科学性、时代性、针对性和现实性。 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当秉承激发问题意识的教育理念，采取师

生共同研讨的双主体教学模式，以“问”促“研”，使

抽象的理论“活”起来，调动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能

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探讨、研究、回答和解决当

前医学卫生领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真正感悟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

３．２　 以革新教学方法为动力

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学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教师应注重突出教学重点、难点、焦点和亮点，使之

融汇贯通。 如何把教材中的重点、难点、焦点和亮点

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有效结合，起到循序渐进

的效果，是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需

要重点思考的突出问题。 实施过程中必须要抓紧教

学方法这个“牛鼻子”，以学生面临的疑难问题为切

入点，不断革新教学方法。 具体实施阶段主要有问

题情境、实践体验和交流评价等三个阶段，如图 ２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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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实施阶段

首先，问题情境阶段。 本阶段关键在于精心设

置问题，以问题链式串联建立问题体系。 教师必须

始终坚持问题意识为导向，把握好各个章节的重点、

难点、焦点和亮点。 每一章应设计有代表性的研究

型问题，并对本章问题进行一一归纳。 譬如，哪些问

题需要教师仔细解答，哪些问题引导学生在课堂上

即兴回答，哪些问题以小组研讨后再回答。 任何一

种新式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都是在继承传统教学方

法的基础上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１２］。 而医学院校

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方法旨在实现培养医学

生的研究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的教学目标。 以专题

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为例，通过提出焦点“能否实

现”，难点“怎么实现”，重点“什么是共产主义”，亮

点“如何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层层引出问题，不断引

导学生把“现实问题”向“理论知识”转化。

其次，实践体验阶段。 要注重课堂教学与课后

实践之间的有效联动。 课堂教学在教学中的作用不

容忽视，不仅要有教学效果，而且要有学习效率和育

人效益，迈向高效课堂［１３］。 实践教学最重要的是将

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

力［１４］。 因此，应把握好课堂教学与课后实践之间的

关联度，抓住课后实践中研究解决的重点和焦点问

题，使课堂教学与课后实践紧密衔接。 这个阶段的

成效评价源自小组课后实践成果。 每个小组根据选

择情况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解决途径，在经历小组成

员的讨论、行动和实践，并以汇报或论文的形式进行

小结。 每个同学应该注重其他小组的研究成果，提

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深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以便

有效掌握该方面的相关知识。 通过课堂传授与课后

实践的融合共生，能够积极有效地增强思政课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

再次，交流评价阶段。 这一阶段应当注重疑难

点与课程动态平台的有效衔接。 教师应当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突破“大学” “教室” “课堂”等空间的束

缚，构建多元化的线上交流和评价平台，真正把教学

活动统筹到线上线下交融的“大空间”。 教师通过线

上交流平台，及时发布相关资料、知识点和教学案

例，起到督导和帮助学生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疑

难点的作用。 学生通过线上资源的学习和互动能够

及时巩固知识。

３．３　 以融合红医精神为契机

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师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必须

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具有医学专业特色的思政课。 为

凸显学生对教材亮点、重点、焦点和难点的掌握程

度，可依托医学院校的红色基因、红医精神、红色资

源等专业品牌特色进行展开，不断引导学生深入挖

掘红医文化要素。 通过与自身所学专业相结合，选

择教材中任一章节的内容，融合红色基因，打造具有

红医精神的思政课特色品牌。 思政课品牌特色不仅

有利于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能够激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结合所学专

业技能，使得“枯燥”的传统思政课真正“鲜活”起

来。 因此，医学院校思政课研究导向型教学通过塑

造专业品牌特色，既提升了思政课的含金量，又继承

和发扬了红医精神。

显然，思政课的效果好不好关键在于思政课的

教学功能是否有效，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否可行。 而

医学院校思政课研究导向型教学实现了从被动式向

主动式、由灌输型向研究型的双向转变，它的效果是

不言而喻的。 教师作为课程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必

须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 通过紧紧围绕研究导向型

教学的基本功能，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主导性

和主体性相统一，加强与医学生之间的对话，把握认

知规律，有的放矢，生动展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精神

魅力，不断助推医学院校传统单一的思政课“超燃”

起来。

４　 结语
研究导向型教学是一种注重培养学生方法论的

新型教学模式。 医学院校思政课开展研究导向型教

学旨在发挥思政课的育人和德育功能，秉承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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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教学理念，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研究型医学人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

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

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 ［１５］。 因此，在医学院校思政

课教学中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关键在于强烈的问

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精湛的专业技能相结合，

形成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双主体”教学模式，实

现搭建“三全育人”的新格局，使学生具有学以致用

的批判思维能力和掌握创新的科研能力。 医学院校

思政课研究导向型教学的探讨与实践，将专业课程

与思政课同向同行，齐头并进，形成协同效应，必将

成为医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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