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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讨*

姜晓星,戴健敏,陈瑞明,傅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系,上海
 

200125)

  摘 要: 本文旨在了解目前《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素材和教学方式的效果及学生的接受程度,探索构建

更有效的《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研究通过在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素材,课后发放调查问卷,进行统

计分析。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目前检验系《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教学接受程度和满意程度较高,仍有少数同

学不能很好地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学生比较喜欢的课程思政形式是由老师讲授或者同学参与讨论社会

事件。问卷分析提示当前使用的课程思政素材选择比较合理,但仍需在学生的重视和参与程度,课程体验丰富

程度、教师的思政素养以及质量保障机制方面继续完善,真正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行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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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

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2]。医学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不仅仅要塑造医

术精湛的医生,也应强化对医学生人文素养、职业道

德、思政素质的培养[3-4]。而《临床输血学》是一门对

于人文关怀、职业素养和思想道德都有很高要求的学

科。在课程思政提出之前,笔者已经根据教学需要在

授课过程中融入了一些相关的思政素材,但是没有进

行系统的效果分析及完善的课程思政体系构建。因

此,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前《临床输血学》课
堂思政教学方式的效果,为接下来更加系统的课程思

政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检

验专业本科二年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和八年制三

年级选修课共242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回收问卷230
份,有效回收率95.0%。其中男生101人,女生129

人,男女比例约为7∶9。

1.2 研究方法 调查所选思政素材内容选自本系临

床输血学课程素材库。主题是关于类孟买血型人群

输血。素材内容来源于新闻报道,讲述的是一个1岁

多的女孩因为先天性心脏疾病需要手术,但手术前发

现是罕见的类孟买血型,而且血库没有相应血型的备

血。最终女孩家人通过社会招募,在同血型志愿者献

血的帮助下成功手术,最后康复。
在《红细胞ABO血型》课堂授课过程中引入该素

材。请学生思考、讨论稀有血型献血,输血的方式及

互帮互助在血液输注中的重要性。课后通过问卷星

网络平台发布问卷,调查了解该素材在《临床输血学》
课程思政教学中的效果,调查问题包括授课中讲述的

事例是否适合该教学内容,是否引起了思考,是否加

深了对相关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是否有必要在专业

课程中融入思政内容,最认可的思政内容授课形式,
最认可的思政事例类型,每次课程能接受的思政素材

数量及对于思政教育进入专业课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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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学生对《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的接受程度 调

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有必要在专业课程中

融入思政内容,比例为89.6%,但仍有10.4%的学生

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课程思政。

2.2 学生对课程思政效果的评价 所有参与调查的

学生都认为,所选用的事例素材适用于本次教学内

容。98.3%的同学认为授课中加入的事例可以使自

己更进一步的思考无偿献血的精神,98.7%的同学认

为加深了对类孟买血型的特点以及稀有血型输血等

相关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

2.3 学生对课程思政形式、内容和数量的评价 调

查显示,学生最认可的课程思政形式是教师对素材进

行介绍讲解,占78.3%,其次是讨论分析,占21.3%。
对于思政素材类型的选择,最受学生认可的是社会事

件,占59.1%,20.9%更喜欢身边的故事,20.0%选择

名人名家故事。36.1%的学生能接受的思政素材数

量是每 节 课2个,29.6%的 学 生 选 择1个,还 有

34.3%的学生不介意课程思政素材的数量。

3 讨  论

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
既丰富了专业课自身的内涵,又挖掘了其育人的价

值[5]。但是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很多

专业的课程思政依然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笔者

通过教学实践和调查问卷了解了临床专业和检验专

业同学对于《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的认识,需求和建

议,分析并总结需要进行改进的问题。

3.1 强调重要性,提高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认识程

度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有必要在专业课

程中加入思政内容,但是仍有10.4%的学生认为没有

必要。培养学生责任和担当意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命题,而医学更是一门离不开人文关怀的学

科。对于医学生而言,社会责任的教育更为重要[6]。
从事输血相关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更需要

极强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无论未来从事检验工作

还是在临床输血过程中都需要在每一个环节严格遵

守规范,严密监控把关。在课程中引入相关思政素材

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现实工作中可能面临的实际问题,
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整个课程内容。在提高学生的

职业素养的同时也增强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责任

担当意识。因此,需要进一步帮助学生提高对于课程

思政重要性的认识。

3.2 注重思政素材资源的选择和设计,增加亲和力

 问卷显示,在素材的选择上,学生最喜欢的是社会

事件,一方面可能因为社会事件存在更多的争议性和

话题性,有进行思考和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更接近

于自己的生活,容易引起共鸣。名人名家的故事是目

前很多课程思政经常选用的素材类型,这类素材有很

强的影响力和榜样作用[7],但是有一些距离学生生活

较远,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知识点切入。从整体的

课程思政素材内容来说,应该根据不同知识点的特

点,选择适合的素材类型,使整个设计更为丰富和契

合,对学生有更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3.3 丰富课堂体验形式,控制数量 目前笔者已经

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素材库,并且在大部分内

容的授课过程中都融入了相应素材。因为此问卷只

涉及一个思政素材,而该素材更适合于教师介绍讲

解,所以学生的选择偏向于教师讲解这一类型。而另

外一个关于“医生用体温暖血”这一社会事件类素材,
则更适合讨论分析的形式,或者两种形式相结合。在

之后的实践过程中也可以尝试加入视频或者音频播

放,增加生动性[8],使思政内容的融入更加高效自如。
数量上,学生普遍还是接受1~2个素材。素材

过多,或者选择不合适不仅不利于知识点理解和思政

内容的引入,反而会占用过多时间,影响授课的节奏

和完整性及学生的投入。
此外,因为课堂时间以及能够使用的形式较为有

限,笔者在课后开展了撰写输血故事的竞赛,让同学

们从自己的视角讲述与输血之间的故事,引发学生的

共鸣,很多作品涉及到人文关怀,互爱互助及输血相

关的法律法规。笔者将作品通过《交医检验系输血频

道》的微信平台进行推广,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3.4 润物细无声,避免强行植入 此次调查所用的

素材是有关于稀有血型的互助献血,学生从该素材中

体会到了无偿献血,互爱互助的重要性。从调查问卷

总体的反馈和收集的建议来看,很多同学认为思政内

容可以缓解连续理论授课的疲劳,也确实加深了对于

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思考。但是也有同学认为如果没

有合适的素材不建议强行引入。因此,专业课教师必

须清楚地意识到,课程思政并不是任课教师安排专门

的授课时段进行与教学内容无关的道德说教,而是积

极主动地挖掘学科文化中的育人资源。将科学性与

价值性、知识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润物细无声的融

合进专业课[9]。两者应该相辅相成,起到协同一致的

作用[10]。

3.5 提高专业教师思想政治素养,提升整体教学能

力 检验专业教师主要毕业于医学院校,思政教育经

验相对较少,课程思政的意识可能相对不足。因此,
首先要加强专业课教师团队的建设,提高专业教师的

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引导学

生正向思考,并形成科学的人生和职业价值观[11]。此

外,还可以跟思政专业的教师交流学习,为更好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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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内容的融入打好基础,积累经验。同时,专业课教

师需要及时分析总结课程思政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积极探索问题解决的方法;进而在之后的教

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以使课程思政发挥最大的

效用。

3.6 融入法治素质教育,保护医患双方利益 目前,
医患关系相对紧张,医学检验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的问

题也随着医患纠纷被推到风口浪尖[12]。而对于《临床

输血学》这门学科不仅涉及到检验的可靠性,也会涉

及很多用血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何准确的依照法律

法规进行科学合理的用血,不仅仅是保护医护人员,
同时也是在紧急时刻保护病患的重要依据。因此,笔
者在临床科学合理用血的章节中除了常规的教学内

容也融入了一些代表性的案例,加深同学的印象和认

识。让学生明确要时刻以患者为中心,一定要维护患

者的生命健康权及知情同意权等。清晰认识到自己

应尽的义务,依法处理好医患关系,保护医患双方的

利益。

3.7 增加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完善教学体系 
效果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目前,各个专业对思政

教育效果都缺乏完善的评价机制。笔者在《临床输血

学》课程思政的设计中也缺乏明确的评价手段。在后

续完善整体教学体系的过程中笔者会引入相应的评

价环节。例如在传统卷面考试中增加思政考核内容,
及在平时成绩中加入对于学生思政素养的评价等方

式。除了学生层面,对于授课教师的课程思政评价也

会通过问卷等形式进行,形成较为全面的课程思政效

果评价机制。
对于不同的学科,课程思政都应该有自己的学科

特点,因课制宜。因为笔者课程思政开展的时间相对

较短,本次调查涉及的人数较少,并且不是针对整门

课程的评估,代表性有限。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会继

续完善和调查分析,寻求最优化的《临床输血学》课程

思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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