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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言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

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举措，旨在使德育与智

育相统一，推动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本期分享 临床学院 杨凯老师

《外科学总论实验》中的医学人文素养

负责人简介

杨凯，男，汉族，中共党员，外科学总论教研室负责人，毕

业于河南大学，从事临床一线工作 7 年，在工作期间取得主治医

师资格。2019 年 9 月就职于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2020 年 4 月

聘为讲师，2021 年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多次获得学校大学生临

床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任职以来，发表教改论文 3 篇，参与

编写河南省十四五规划教材 1 部，获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3 项，主

持校级以上课题 3 项，参与申请省部级课题 1 项，参与建设河南

省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一项。

育人箴言：所谓大医精诚者，仁心仁术也。教学不仅是教会

学生专业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启迪学生，引导学生做



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图 1 教师风采

团队成员

毋乃朴、刘亚楠、臧建新

图 2 教师风采

课程简介

外科学总论实验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是临床

医学中的核心课程，是每一位医学生所必须掌握的一门课程，通

过对外科学无菌术、外科学基本操作、导尿术、吸氧术、心肺复

苏术、四肢骨折固定搬运等内容的学习，可系统性地培养学生的

临床基本操作能力和临床逻辑思维，为以后的临床实践打下坚实

的基础。



一、课程思政开展工作

自 2019 年 9 月，外科学总论教研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积极开展教育思

想大讨论活动和教学研究活动，进行集体备课深入挖掘反复探讨

思政元素，逐步将其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面向的学生群体为大

三年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此时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时刻，存在不确定性，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思政教育要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医学人文素养根植在外科学技能教学的

土壤里，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培养精湛医术的同时，

教育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尊

重患者，善于沟通，提升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做党和人民信赖

的好医生。

（一）前期开展工作

1.制定《课程思政在外科学总论实验教学中的实施方案》

（1）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2）积极拓展课程思政渠道

（3）加强教师教育与培训

（4）开展课程思政学习活动

（5）讨论并确立课程思政元素

2.结合每次授课内容，制定《外总实验课课程思政实施计划》，

保证了课程思政方案的执行。



3.教学实施过程

（1）课堂

（2）线上

（3）第二课堂

二、思政育人目标

知识目标：能够知道外科基本操作的重要性，反复练习基本

操作技术，能够知道基本操作应用的场景，能够根据不同临床情

景做出正确选择。

能力目标：能够熟练进行规范的基本操作，能够严格按照要

求进行各项操作，培养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培养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通过案例导入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素质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提高个人职业素养；培养学生“敬畏生命，救死扶伤，医者

仁心，大医精诚”的医者精神，促进医学生人文素养，科学素养，

思想政治素养等综合素养的提高。

三、设计思路

教研室全体教师以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为目标，根据授课

内容深入挖掘相关思政元素，如疫情防控、时政要闻、历史典故

等，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培养医学生仁心、精诚、爱国等意识，

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目标。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将

思想价值引领贯穿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学计划、备课授课、



教学评价等教育教学全过程，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引人以大道、启

人以大智，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

等优秀品质，使其成长为心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医学专业技术

型人才。

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融合点的发掘是课程思政的重点，而

两者的有效融合是成功实施课程思政的难点。在外科学总论实

验课临床技能训练过程中重在教会学生掌握各项基本操作技术，

养成以患者为中心、尊重患者、爱护患者的行为习惯，规范地

进行各项基本操作。在“三全育人”格局下的外科学总论实验

课程思政设计理念重在突出全员参与，全过程融入，全方位渗

透三个要素。总体思路是充分挖掘和提炼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

思政教育元素，如医德医风、医匠精神、敬佑生命、使命担当、

家国情怀等。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选取合适的思政

元素，制定课程思政方案及实施计划。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

程的教学效果与传统教学有明显区别,特别是课堂的氛围,学生

的积极参与程度，比原来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

都有所提高。

四、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案例一 树立无菌观念，融入“慎独”精神



无菌术在整个外科手术的过程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

上一世纪 50 年代，医生的无菌观念还不是很强，统计数据表

明，在医院的护士与医生洗手的次数仅为应有的 1/3 到一半，

医生们与正在感染的患者进行握手，从伤处拔除黏住的衣物，

用听诊器紧贴汗湿的胸口，之后大部分人顶多是在白大褂上蹭

几下手，然后继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看下一个病人，在病历

上狂写，甚至是抓取食物，这就造成了传播。作为医学生，应

在校内就树立无菌观念，认识到洗手以及系列无菌操作的重要

性，尤其是外科手术，无菌操作贯穿整个手术过程，因此在开

始手术之前就要积极的进行消毒以及严格按照无菌的操作，不

应该对患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样才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期，

以及后续的一个康复过程。而医学生也是个普通的人，在面对

每日重复的无菌准备（洗刷手、穿手术衣戴手套等）中，难免

会存在惰性和侥幸心理，因此在学习外科无菌术这一部分内容

时，除了教授具体操作，强调及帮助学生认识到该部分内容的

重要性外，还应融入“慎独”精神，慎独是指在独处中谨慎不

苟，无人监督之时，更须谨慎从事，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准则。源

自西汉礼学家戴圣《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

君子必慎其独也。 因此慎独是对学生提出的态度要求。无菌术

你看到看不到它都在那里，不能因为旁边有人就好好地做，旁

若无人就草草地做，这样不仅违背无菌观念，还容易引发医疗



隐患，教导学生要把无菌观念记到心里，印到脑子里，实践在

日常的医疗活动中，只有这样，才能不枉这身白衣，不枉医生

这个职业。

案例二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职业暴露

医学生在校内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基础，对其进行职业安

全教育必不可少。众所周知，医疗护理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被针头、刀片等锐器刺伤、划破皮肤等现象。若为患有经血液传

播疾病病人做治疗时出现此种现象便会有被感染的危险。那么，

如何预防和控制此类事件的发生以保护医护人员自身安全，防止

医源性感染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教学中让学生了解医疗操

作中职业暴露以及职业暴露的重要性尤其必要。学生在学习外科

手术基本操作时，涉及锐器的操作有切开（手术刀的使用和传递）、

分离（手术剪的使用和传递）以及缝合（带针持针器的使用和传

递）等，通过嵌入白求恩的故事，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告知其

器械使用安全的重要性。白求恩在一个异国生疏而又无比艰苦的

战场上，没有丝毫“洋专家”的架子，1939 年 11 月 12 日因

在为受伤战士进行手术时被手术刀划伤感染丹毒致败血症而亡，

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



案例三 从一针一线开始，践行学医初心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出自明·裴

一中《言医·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心灵不亲近于佛，即不

具有慈悲之心，断不可将医生作为职业去贻误生命。医者应有大

爱，我们每一天遇到的不仅是人的“病”，也是“病”的人，是

人的眼泪，人的微笑，人的故事，因此我们在进行外科手术的时

候，应全方位考虑患者的病情、患者的需求以及患者的经济情况

等，不能只想病不顾人，不能只想着用新“武器”（如肠切除肠

吻合时用切割器和吻合器等），而忘了自己的基本功。学医的初

心，早在入学宣誓时就已告知天地，而自己又是否在内心和实践

中践行了呢？外总实验课中有两次肠吻合，一次是立体肠管吻合，

一次是活体肠管吻合，吻合需要一针一针的穿，一针一针的缝，

费时费力，虽然吻合器大幅缩短了手术时间，但有些病人就是因



为经济条件达不到，而无法使用这些“新武器”，因此，医生的

缝合的基本功对此类患者的预后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应从一

针一线为患者考虑，尤其在学生阶段，就要一步步打好打牢基本

功，时时刻刻践行我们的学医初心。通过中国肝胆之父吴孟超先

生在《朗读者》中的朗诵，再次道出对医学生的期望：“孩子们，

这个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

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

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人受苦的灵魂”。

五、成果与成效

（一）课程教学成果

1.教学研究

（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S2S”学习法在外科学实

验课教学应用的探讨》， 河南省卫健委，参与，2017 年—2019



年；

（2）《以结果为导向的临床思维训练课程》，第二批产学

协同合作育人项目，主持，2018 年；

（3）《OBE 教学改革背景下对外总实验课实施形成性评价

的探索》，校级专项教改课题，主持，2018—2020 年；

（4）《形成性评价在外科实验操作中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河南省卫健委，主持，2019 年—2021 年；

（5）《基于 OBE 理念临床思维系统在医学生实践教学中的

应用探索》，河南省卫健委，主持，2020—2022 年；

（6）《“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外科学总论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主持，2020；

（7）《临床医学综合》获河南省优秀线上课程，主持，2020；

（8）2021 年河南省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临床医学赛道

中荣获：一等奖；

（9）《老龄化养老服务模式现状研究－－以新乡市红旗区

为调查对象》，河南省社科联，参与，2021；

（10）《疫情背景下肿瘤患者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及策略》，

新乡市社科联，参与，2022 年；

（11）《“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临床医学本科生就业价值

观分析及对策研究》，河南省大中专院校就业创业课题，主持，

2022 年；



（12）《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在民办医学高校的应用和实践研

究》，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主持，2022 年；

（13）《网络暴力对新乡市大学生的影响和干预策略》，新

乡市社科联，主持，2022 年；

（14）《民办高校学业导师制的探索与实施》，河南省民办

教育协会，主持，2022 年；

（15）《“翻转课堂+”在临床技能学实践教学中的创新研

究》，校级，主持，2022 年；

（16）《“互联网+”背景下老年人生活现状的调查研究》，

新乡市社科联，主持，2022 年；

（17）《宫腔镜虚拟仿真项目》，河南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主持，2022 年；

（18）《外科学总论实验》，河南省继续教育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立项，2022 年；

（19）《人工智能在医学教育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新乡

市社科联，主持，2022 年；

（20）《虚拟病人教学模式在临床思维训练课程中的应用和

评价》，河南省医学教育研究项目，2022 年

2.所获奖励

（1）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第三届教学竞赛讲师组二等奖，

校级，第一，2018 年；



（2）河南省优质课评选二等奖，省级，第一，2018 年；

（3）首届应用型课程设计大赛三等奖，校级，第一，2018 年；

（4）人卫慕课在线课程与教学资源比赛在线课程与教学资

源比赛三等奖，国家级，第一，2019 年；

（5）河南省教育厅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一等奖，厅级，第

一，2019 年；

7（6）河南省教育厅教育信息化研究二等奖，厅级，第一，

2019 年；

（7）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高等教

育组微课三等奖，厅级，第一，2019 年；

（8）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高等教

育组课件三等奖，厅级，第一，2019 年；

（9）河南省第五届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优质课大赛高教组

微课二等奖，厅级，第一，2019 年；

（10）中华医学会教育技术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厅级，

第一，2019 年；

（11）第二届人卫慕课在线课程与教学资源比赛课件三等奖，

厅级，第一，2019 年；

（12）第二届人卫慕课在线课程与教学资源比赛课件三等奖，

厅级，第一，2019 年；

（13）河南省线上教学优秀课程二等奖，省级，第一，2020



年；

（14）疫情防控期间优秀网络教学案例评选二等奖，校级，

第一，2020 年；

（15）《心肺复苏术》－河南省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微课

二等奖，河南省教育厅，第一，2021 年；

（16）《抗疫背景下线上教学课后测试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分

析》，河南省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第一，2022 年；

（17）《重大卫生事件线上多模态混合教学实践探索——以

临床技能学课程为例》，河南省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

第一，2022 年；

（18）《“灭绝师太”转型记》—2022 年河南省高校“同

心喜迎二十大 师德筑梦育新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三

等奖，厅级，第一，2022 年；

（19）《虚拟病例系统在临床思维训练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二等奖，厅级，第一，2022 年；

（20）教育系统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河南省教育厅，第

一，2022 年；

（21）《外科手术基本操作》，校级，优秀奖，第一，2023

年；

（22）《宫腔镜技术虚拟仿真项目》，校级，三等奖，第一，

2023 年





（二）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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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亚楠、王炳先、杨凯，抗疫背景下线上教学课后测试对

教学质量的影响分析，《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0 年 12 月

6.臧建新，虚拟病例系统在临床思维训练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2022 年

7.刘亚楠、路臣桂、王炳先，基于 OBE 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形

成性评价方式在外总实验课中的应用，《河南教育（高教）》，

2023 年

8.宋倩、于秉汝，临床医学专业机能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分

析，《国际援助》，2023 年

9.徐丽涣、毋乃朴，麻醉教学中运用 PBL 结合案例教学探究，

《教育前沿》，2023 年

（三）学生获奖

1.河南省首届本科高等学校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

2.指导学生或实用新型专利



3.2023 年第七届技能大赛指导学生：王璐瑶、王思懿、贺亚

东获团队特等奖。胡静个人一等奖。

（四）社会实践活动

1.2021 年 5 月带学生参加社区义诊。



2.2021 年 12 月 13 日，带领学生到新乡市一中进行急救培训

3.2021 年 12 月 24 日，带领学生到原阳县北街中心小学进行

急救培训



4.2023 年 3 月 25 日，带领学生到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向师生现场普及心脏复苏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