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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特点提出基于 “项链模式”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和方法，形成

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模块、教学实施策略、教学方案等在内的新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基

于问卷调查结果对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就如何做好医药信息类专业课程思政进行总结和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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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以潜隐方式融入课

程教学和改革各环节、各方面，实现各课程与思政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

出 “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要求

结合不同学科、专业课程特点深挖思政元素、融入

课程教学，实现育人润物无声。 “医院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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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药院校面向信息类专业中高年级学生开设的

一门管理学与工学相结合的专业核心课程，对于塑

造医学信息类专业特色和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开

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为提升教学质量和专业人才

培养水平的必然要求。已有不少教育工作者对课程

思政 的 价 值 内 涵［１－３］、形 成 机 理［４］、实 践 路

径［３，５－６］、评价体系［５，７－８］等进行了富于启发性的理

论探讨，或选择某门课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

践［７－９］，形成了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教学改革精

品项目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大学顾骏

教授团队在 “大国方略”系列思政课教学策划中采

取的 “项链模式”［１０］，即以课程内在逻辑为线索，

由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教授分块讲授知识模块，形

成整体教学效果的一种设计策略。受此启发本文结

合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特点，提出基于 “项链模

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案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编

制并实施旨在落实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要求的 “医

院信息系统”新教学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对新教学

体系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２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基

本思路与方法

２１　基本思路

“医院信息系统”涉及软件工程、医院管理学

等多个学科，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

课程内容与新医改、健康扶贫、信息安全、技术伦

理等时代主题或社会热点存在紧密联系，可开发的

思政内涵较为丰富，但承载思政内涵的知识点以离

散状态分布在不同章节，有的知识点可挖掘多个方

面的思政内涵。为有序、有效开发利用本课程的思

政内涵，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式，选择本

课程教学内容中思政效用显著的知识点作为思政靶

点并融入相关联的一组思政元素，利用精心挑选的

思政教学素材将思政靶点及其思政元素包装成具有

不同思政功能的思政教学模块，将思政教学模块嵌

入课程不同章节的原有教学方案中，从而形成以课

程内容为主线、以思政教学模块为点缀的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框架体系。

２２　设计方法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可分为教学目标设计、课程

思政教学模块设计、课程思政实施策略设计、教学

方案设计４个阶段。其中教学目标设计主要从外部

环境 （专业培养、行业发展、用人单位要求、学科

发展需求）和内部环境 （即课程教与学）两方面梳

理课程思政应重点关注的德育目标，确定课程教学

可行的德育目标，即应向授课对象 “输出”和 “浸

润”的价值理念。课程思政教学模块设计主要是根

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确定在课程教学中应重点开发

的思政内涵，然后在课程内容空间中搜索可能的思

政靶点、可融入的思政元素和可选用的思政教学素

材，组合相关联的思政靶点、思政元素、思政素

材、学时需求，形成课程思政教学模块。课程思政

实施策略设计主要依据课程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

授课对象学习情况、课程学时和教学进度要求，遴

选在特定专业教学班级的课程教学中优先纳入的课

程思政教学模块及其具体的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方

法，实现智育与德育协调演进。教学方案设计主要

是根据已确定的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策略修改课程原

教学方案中的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组织过程和

考核评价方式，编写能直接实施的面向课程思政的

教学方案。

３　教学模块构建

３１　课程思政德育目标

通过调研分析医学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对本课

程的教学要求，医疗机构、医疗信息化企业等对医

院信息化人才 “软实力”的需求以及往届学生的反

馈意见，确定本课程思政教学重点，除作为信息工

作者应具备的意识形态、专业认知、职业道德、精

神品质等需长期熏陶、潜移默化才能养成的强隐性

德育目标外，还包括卫生信息化相关法律法规、行

业政策、职业路径等经短期教学、交流指导可实现

的弱隐性德育目标。最终确定本课程思政教学的德

育目标是：帮助学生认同医院信息系统的社会价值

和广阔前景，增强学好专业知识、投身医院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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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３２　课程思政教学模块

围绕 “医院信息系统”教学大纲中的重点教学

内容，识别可承载的思政内涵丰富、能帮助实现德

育目标的８个知识模块，遴选各知识模块中可承载
或开发思政内涵的１５个具体知识点作为思政靶点，
每个靶点能借助思政教学素材引入、激活或外挂１
～２个思政元素。思政教学素材主要选择能承载某

思政元素、与医疗信息化发展联系紧密、时效性

强、视听效果好的新闻事件、媒体报道、政策文件

或学术论文等材料，以确保对思政元素的诠释既与

思政课内容契合又符合学科知识内在逻辑，尽可能

避免在教学中让学生感到生硬、突兀或牵强。有明

确思政靶点、能开发１～２个思政元素、有恰当思
政教学素材的知识点被设计为课程思政教学模块，

见表１。

表１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教学模块设计

模块 思政靶点 思政元素 思政教学素材 教学方法

医院信息系统

发展历程

影响 ＨＩＳ发展的

重大事件

重大传染病应对中

彰显出的制度优势

北京小汤山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启示 视频、讲述

中国医院信息化

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

“十五”至 “十三五”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

《ＣＨＩＭＡ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中国医院信息化发展调查报告》

讲述；拓展阅读

医院组织管理 医院概念与功能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

深化医改政策文件节选及报道视频 讲述、视频；拓展

阅读

现代医院管理 公立医院改革坚持

公益性为主体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文件节选 讲述；拓展阅读

互联网医院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 互联网医院管理相关文件节选 讲述；拓展阅读

医学信息标准 医学信息标准 “卡脖子”问题 华为参与５Ｇ标准制定与反制裁 讲述；视频

标准化与国际竞争 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文件节选；中韩针灸标准之

争等报道

讲述；拓展阅读

ＩＣＤ 中医学入ＩＣＤ－１１之争 《国际疾病分类与编码 （ＩＣＤ－１１）》发布新闻报道 讲述；拓展阅读

门诊信息管理 预约诊疗 促进社会就医公平 医疗信息化惠民采访报道视频；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文件节选

讲述、视频；拓展

阅读

门诊流程优化 改善就医体验，提

升医疗服务价值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文件节选；智能分诊机器人相关报

道及视频

讲述、视频；拓展

阅读

住院信息管理 住院医疗质控 构建包容、互助、

和谐的医患关系

利用医患信息互动平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相关研究 讲述；拓展阅读

药品信息管理 药品流通 虚假药品和问题疫

苗社会危害与治理

齐二药 “亮菌甲素注射液”等虚假问题药品和疫苗事

件的报道材料、图片和视频

讲述；拓展阅读

合理用药审查 正确选药、合理用

药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文件；合理用药监测相关研究报告

和学术论文

讲述；拓展阅读

电子病历系统 隐私保护与信息

利用

数据安全与个人隐

私信息保护

青岛胶州中心医院六千患者信息泄漏；《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节选

讲述、视频；拓展

阅读

ＨＩＳ建设运维 系统工程方法 马哲一般系统论指

导下的系统思维

习近平关于系统思维方法的部分论述；综合实验设计

研究报告提纲

讲述；实验操作

医院信息化工作

人员的职责

医院信息系统故障

带来的危害和教训

福建某医院信息系统运行故障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警

示

讲述；拓展阅读

３３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策略

因不同医学信息类专业前导课程开设情况、课

程学时、实验教学要求、考核重点等存在差异，课

程教学中可选择实施部分课程思政教学模块，特别

是线上教学资源对课程思政的支持程度。各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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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学模块总体上仍按照课程知识的内在逻辑即

“概念－理论－方法－应用”，由直观到抽象、由感
性到理性、由理论学习到实践体会再到价值引领逐

步演进。例如 “中国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模块应被安排在 “医院信息系统基本概念”之后，

在学生对医院信息系统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关系

形成一定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学生了解 “改革

开放”“医保改革” “非典” “新医改”、卫生信息

化规划等重大社会事件的报道和视频内容，阅读

《ＣＨＩＭＡ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中国医院信息化发展调查报
告》等资料，引导学生认识我国在世界医疗信息化

浪潮中从追赶、跟进、并跑到赶超的历史过程，感

受前人利用后发优势推动医院信息化发展、服务医

改和公众健康的探索，激励学生勇担推动医院信息

化发展、引领健康信息化潮流的历史重任。

３４　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为确保课程思政教学顺利实施，需对包含课程

思政教学模块的原教学方案进行调整和修改，具体

说明每个课程思政教学模块要达到的新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以及拟分配的教学时数、拟采用的教学模

式和素材，详细设计具体教学过程、学时分配、课

后思考与复习题、推荐学习资源等，见图１。

图１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教学方案示例

４　教学设计实施及其效果评价

４１　实施情况

２０２１年３－６月课程组以线下教学和实验为主、
以超星学习通课程教学平台为辅，对湖北中医药大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信息工程两个专业

２０１８级３个班共计１５４人实施 “医院信息系统”课

程思政教学。为了解学生的课程知识认知、专业价

值认同和就业意愿相关情况，设计 “医院信息系

统”课程思政教学调查问卷，利用课程教学平台在

开课前对２０１８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进行基

线调查，共发放问卷 ５２份，回收有效问卷 ４５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８６５４％。结课后１周内使用相同

问卷对上述３个班级实施终末问卷调查，共发放问

卷１５４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４５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９４１６％，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４６份 （占

比 ３１７２％），医学信息工程专业 ９９份 （占比

６８２８％）；２０１８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共有
３８人两次问卷填报均有效且完成前后对照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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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效果评价

结课后１周内调查结果显示，９０％以上的学生
对医院信息系统的社会地位、专业价值、发展前景

等均比较认可或非常认可，约２／３的学生愿意从事
医院信息化建设工作，认为从事医院信息化方面的

工作肯定能够或有较大可能实现个人事业理想，见

表２。前后对照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学习本课程
前后对医院信息系统的社会地位、专业价值、发展

前景等均非常认可，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但毕

业后愿意从事医院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学生比例由

５５２６％上升至６８４２％，认为从事医院信息化方面
的工作肯定能够或有较大可能实现个人事业理想的

学生比例由４２１１％上升至６８４２％，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提示 “医院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教学对于引

导学生认同医院信息系统的社会地位、专业价值、

发展前景等产生的影响不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学生参与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意愿，见表３。值得注
意的是，接近１／３的学生即使认可医院信息系统的
社会地位、专业价值、发展前景但仍不愿意从事医

院信息化建设工作，对扎根医疗信息化领域实现个

人事业理想的信心和热情不足，可能与多年来形成

的医疗信息化行业薪资待遇不高、发展空间不大等

认识有关，这为继续改进本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

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等提供了方向。

表２　 “医院信息系统”结课后１周内问卷调查结果 （样本总量＝１４５）

指标
终末调查

样本量 （人） 占比 （％）

医院信息化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 １４２ ９７９３

医院信息化对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帮助较大或很大 １４２ ９７９３

医院信息系统发展前景比较好或非常好 １３９ ９５８６

医院信息化对缓解 “看病贵、看病难”、维护群众健康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价值和意义很大或比较大 １３６ ９３７９

毕业后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从事医院信息化建设工作 ９６ ６６２１

从事医院信息化方面的工作肯定能够或有较大可能实现个人事业理想 ８７ ６０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８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开课前和结课后１周内问卷调查结果对比 （样本总量＝３８）

指标
开课前 结课后１周内

样本量 （人） 占比 （％） 样本量 （人） 占比 （％）

Ｆｉｓｈｅｒ检验

（α＝００５）

医院信息化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 ３７ ９７３７ ３７ ９７３７ Ｐ＝００２６３

医院信息化对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帮助较大或很大 ３６ ９４７４ ３７ ９７３７ Ｐ＝１００００

医院信息系统发展前景比较好或非常好 ３７ ９７３７ ３７ ９７３７ Ｐ＝００２６３

医院信息化对缓解 “看病贵、看病难”、维护群众健康权益、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有价值和意义很大或比较大

３４ ８９４７ ３６ ９４７４ Ｐ＝１００００

毕业后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从事医院信息化建设工作 ２１ ５５２６ ２６ ６８４２ Ｐ＝０００１７

从事医院信息化方面的工作肯定能或有较大可能实现自己在事业上的理想 １８ ４２１１ ２４ ６８４２ Ｐ＝００４０３

５　总结与反思

５１　正确认识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内涵与价值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立德树人，追求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协调统一。专业课作为专业人

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忽视或缺位思政教育，势必导

致学生难以体会学科知识内在的思想魅力、人文情

怀、文化底蕴和社会价值，更无法与思政课同频共

振，使德育效果大打折扣，难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

专业人才。专业课主动开展课程思政，有意挖掘思

政内涵，引导学生产生情感、价值共鸣，更容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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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内在动力，从而提升专

业培养质量。

５２　为专业课设定可行可实现的思政德育目标

专业课不应与思政课、基础课等一样涉及类似

政治素养等过于宽泛的德育目标，更应以知识传授

为本，结合学科知识内容实际搜寻可利用的思政靶

点，着眼学生在学科思维方法、价值与前景、学术

规范、职业道德等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

开展思政渗透，注重思政教育协调性、整体性和连

续性。设定聚焦、可及、可行的思政教学目标是避

免在专业课课程思政中出现学科主体弱化、教学重

点被冲散等问题的前提。

５３　写好教学方案是课程思政教学的重中之重

仅在原有教学内容中简单加入一些与知识点有

关联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等是无法实现课程思政

目标的，因此编写课程思政教学方案非常关键。课

程思政教学方案要完整说明教师如何在特定知识点

的教学中创设特定教学情境和实践形式融入思政元

素，如何使课程思政内涵在无形中被阐述、释放或

表达，如何引导学生在接收、建构、内化知识的过

程中发生思想火花被点燃、情感认同被深化、价值

理念被根植等一系列 “化学”反应，避免学生产生

被 “强行洗脑”的逆反心理。

５４　注重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思政教学能力

“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１１］，专业课

课程思政要求教师不仅精通学科知识、能为学生授

业解惑，还要善于联系社会实际释道传道，引导启

发学生感受学科知识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观、伦

理道德等内在美，对教师自身的思政水平、价值审

美、专业素养、教学能力等提出很高要求。多与思

政课教师交流、开展教学研讨［１２］，可能有利于帮助

专业课教师从学科或行业需求、社会事件中发掘思

政内涵，获得课程思政教学指导。

５５　加强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建设和效果评价研究

专业课教师应注重积累思政教学素材，依托教

学服务平台建设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参与共建共

享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同时由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可能反映在专业认同、学习态度、知识掌握程度、

求职、考研、职业发展等多个方面，问卷调查、期

末考试、教学反馈等仅适合短期评价。建立随访数

据库，长期跟踪了解学生在医疗信息化领域的深

造、求职、职业发展等，开展中长期评价，是下一

步应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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