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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格局下医学生科普能力培养的实践与路径探索
———以“生命科学概论”课程为例

赵洁,张勍,林艺,柯荔宁,陈婉南

(福建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科普能力作为重要的能力和素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研究。而医学科普教育仍存在缺乏多学科协

作、缺乏实践平台与反馈机制、缺乏文化氛围等困境。以“生命科学概论”选修课为例剖析其实践过程,即“四师

同堂”共耕“责任田”、“三课融合”注重“正反馈”、“协同推进”拓增“主阵地”、“文化共鸣”促进“泛在化”4个部

分。同时提出新时代提升医学生科普能力需要因势利导坚持创新传承,建立科普教育评价体系,要发挥优势拓

增场域外延,厚植根基营造科普氛围的建设路径,以期对相关课程改革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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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1]。“科普能力”是指科普人员

在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素养、传播

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批判思维和跨学科知

识。科普能力作为一种能够促进科学知识传播、推
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新

质生产力。医学从业人员履行救死扶伤的使命,同
样肩负医学科普使命,借由医学科普帮助公众提高

保健意识,普及医学知识,助力国民健康工程。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生命医学领域的不断进步,医学教

育需要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培养与时俱进的高素

质医学人才,多管齐下加强医学生科普能力的培

养,是目前医学课程创新和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笔者以“生命科学概论”选修课为例,从思政引领的

角度,探讨科普实践课程如何建立多维度“科普+
思政”育人模式,助力提升医学生科普能力。

  一、医学科普实践课程的现实困境

  (一)医学科普课程缺乏学科协作

  医学科普通常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临床医

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学等。由于医

学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需要综合运用不同学

科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科普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

能够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人才,推动大众科学普

及水平,但在普及过程中不能使科普教育窄化,仅
停留在科学知识上,还需要倡导方法的运用、传达

科学精神和思想,以增强科普教育的实效性[2]。医

学本科教育阶段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初步临床能

力、终身 学 习 能 力 和 良 好 职 业 素 质 的 医 学 毕 业

生”[3];学生应当具备相应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
其中就包括“履行维护医德的义务”。而“医德”的
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学科协作来全面促

进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的提升。

  (二)医学科普实践缺乏平台与反馈机制

  医学科普课程设置通常偏重于理论知识和临

床技能的培养,对于科普教育的实践机会安排不充

分,部分科普实践活动与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缺乏

紧密性,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缺乏实

践导向的教育理念。医学生科普教育仅局限于课

堂展示,缺少实践、验证环节。医学生的“医德”培
育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巩固,具有实践性,医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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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其实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是理论传

授,更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习惯养成。另外,科
普实践需要有稳定的实践平台和评价机制,医学生

往往缺乏专门的科普实践平台,使得医学生很难将

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缺乏实践经验,无法验

证学习成果。这说明亟需拓展科普课程的实践基

地,让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传播科普知识,同时

完善评价机制。

  (三)医学科普教育缺乏文化氛围

  当前医学生的科普教育主要注重知识传授和

技能培养,往往只是作为辅助性的教学,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故在教育体制中缺乏对科普文化氛围

的营造。一方面,医学生专业课程学习任务繁重,
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升学压力,很多学生将主

要精力放在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的学习上,无法提

高科普实践兴趣;另一方面,医学院校对科普教育

的重视程度不高,缺乏科普文化氛围的培养和引

导。教学资源主要集中于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

教学,对于科普教育的资源投入相对薄弱,缺乏丰

富的科普教育资源和平台,难以形成浓厚的科普文

化氛围。

  二、“科普+思政”模式下“生命科学概

论”选修课的实践

  (一)“四师同堂”共耕“责任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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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要共同做好责任田的“责任人”,努力构建新时

代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5]。各教研室要挣脱

所在学科的思维束缚,打破学科边界,共同育人,逐
渐形成“基于知识的教学”和“基于问题解决的教

学”相融通的能力,灵活处理“高结构性学科知识”
和“低结构性情景知识”的能力,有效平衡“知识传

授策略”和“探究学习策略”的能力[6]。研究教学团

队以基础医学阶段主干课程为核心,开设注重学科

交叉和融合发展的选修课———“生命科学概论”,以
课程建设为抓手,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就积极开展

学生科普能力的培育。该门课2020年被评为“福建

省一流社会实践课程”,2022年入选“福建省课程思

政示范项目”。数据显示,参与该课程实践与综合

能力的提高之间存在中度正相关关系(r=0.5~
0.6)。从统计数据来看,参与该课程实践的次数与

综合能力的提高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其中,选择

“帮助程度高”和“帮助程度极高”选项的人数占比

最高,分别为36.41%和25.69%(图1)。这表明通

过参与本课程实践,学生的综合能力有较大提升。
通过对比不同选项的百分比,可以看出随着参与本

课程实践次数的增加,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越明

显。例如,选择“帮助程度极高”选项的人数占比从

103人(25.69%)增加到203人(50.73%),增长了

约35%。这表明随着实践次数的增加,学生能够更

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进而提高自己的综

合能力。

图1 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参与课程实践的相关度调查结果

  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创新性地引入“四师同堂”
的概念,协同助力医学生综合素质水平。“四师”即
基础医学教师、临床医学教师、思政教师和朋辈导

师。基础医学教师负责传授理论知识;临床教师引

导学生分享临床案例和真实的医疗场景;思政教师

负责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通过

探讨学科与社会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的关系,引导

学生思考学科知识对社会的影响和责任;朋辈导师

主要由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负责在团队协

作中传授给低年级学生科普经验,协助总结提升,
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调查显示,“四师同堂”的授

课方式以丰富的课堂角色、丰富的课堂内容吸引了

学生的注意力。学生更加倾向于专任教师、临床教

师、思政教师、朋辈导师共同授予知识,411人次中

有37.23%的教师认为帮助程度极高,高于只有专

任教师授课的30.17%,说明“四师同堂”的授课方

式可行(表1)。

  (二)“三课融合”注重“正反馈”

  跨学科教学作为一种学校教学模式是具有学

校教育的先天局限性的,即与直接的生活生产相脱

离[7],而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及“综合技术教

育”思想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路径[7]。通过

专业课、实践课与思政课的“三课融合”,“四师”共
同指导,团队始终注重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的同时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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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增加授课角色对于增加学生科普能力的帮助程度调查 单位:%

教学科普知识的帮助程度 无帮助 一点帮助 帮助程度高 帮助程度极高

专任教师 6.57 17.52 45.74 30.17
临床教师分享临床案例和医疗场景 5.60 16.78 41.85 35.77
思政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学科与社会伦理、道德观、价值观 7.79 23.60 39.17 29.44
朋辈导师传授经验和提供反馈 5.84 18.49 42.82 32.85
专任教师、临床教师、思政教师、朋辈导师共同授予知识 3.65 17.27 41.85 37.23

  注:n=411。

思政于科普活动,注重正反馈(图2),让学生在与社

会大众接触的过程中,学会“自己教自己”。思政方

面,提供了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培
养医学生的道德判断力和社会责任感;专业方面,
提供了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治疗方法,培养了医学生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践方面,提供了科普实践操

作和技能培养,培养了医学生的实操能力。例如,
医学生参与“艾滋病防控”的社区科普活动。在科

普活动前,他们在专业教师指导下,结合课内专业

知识,进一步开展实地考察、健康检查等实践活动,
深入了解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同时鼓励

他们与艾滋病患者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患者的困

惑和需求。在开展科普活动时,学生运用所学的艾

滋病相关的专业知识,通过宣讲、发放宣传册等方

式向公众普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和治疗

方法。在思政方面,医学生可以引导公众思考与艾

滋病相关的伦理问题,如艾滋病患者的权益保护、
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等。“关爱弱势”“社会责

任”“医患平等”等观念在科普的各个阶段,通过不

同年龄层次的医学生之间的互学互助,沁入医学生

的价值观中,完成“自己教自己”的循环。

图2 实践课程学生科普正反馈示意图

  为完善教学资源,“四师”团队结合各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分类挖掘、梳理各章节课程中蕴藏的思

政元素以及所包含的育人功效,形成科普实践课程

的思政案例库。

  (三)“协同推进”拓增“阵地面”

  新形势下,应积极发挥科普场馆成为科普教育

的主阵地作用[8]。科普实践课程建设需依托多样的

育人场域,创新不同的授课方式。授课过程不拘泥

于传统教室内,可利用各类科普场馆,如医学院校

的生命科学馆、标本馆等场所,激发高校师生参与

科普的积极性,主动融入“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

大格局。将科普基地同时建成思政教育基地,可以

在知识传递过程中结合课程思政体系,引导医学生

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和职业观,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和社会责任感。意识形态阵地对社会发展与社会

意识的引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科教育主体不

断丰富多元,科学教育的课堂也逐渐延伸到校园之

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和科普场馆等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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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成为拓展青少年体验和

参与科技创新实践的校外平台和渠道[8]。

  研究教学团队依托“福建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博

物馆”作为科普与思政阵地,开展校内校外相结合

的科普实践教学活动,获评“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为医学生提供丰富的科普素材和实践场所。
场馆打破原有学科设置的框架,以器官系统为主

线,内容包括人体解剖学、胚胎学、病理学、病原生

物学等各基础学科知识。展示内容包括组织器官

的正常形态到病理状态,再扩展到临床表现和预防

治疗,辅之医学人文、社会伦理学等相关知识。学

生通过近距离观察实物标本、聆听科普讲解、参与

科普互动等方式,进一步加深对人体解剖学、胚胎

学、病理学、病原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理解,并通

过讲解培训、科普活动等方式灵活运用交叉学科知

识,了解医学伦理知识,传播医学常识,加深对学科

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升综合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生命科学博物馆发挥校内

主体优势,与校外优质企业、中小学幼儿园等10余

家单位签署共建协议,实现互利共赢,继续拓宽科

普教育的场域。由“生命科学概论”选课学生组成

的“科普实践讲解队”已有12年历史,服役队员累计

360人,队伍积极探索、参与科普实践活动,累计服

务超500场,科普受众人次达3万人,累计服务时长

超4万小时,科普满意度达100%。校内理论教学

与校外科普实践相结合,有效拓展了“生命科学概

论”选修课的深度和广度。医学生在科普实践过程

中完成了专业课、实践课、思政课的有机融合,全面

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提升综合素养和实践能

力,同时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和价值

观,为社会健康服务做出贡献。在专业教师、思政

教师、朋辈导师的共同指导下,讲解队学生通过信

息化手段实现科普素材的“线上+线下”结合,制作

科普讲解语音二维码、科普系列短视频以及运维科

普新媒体。这使展馆有限空间内的科普素材突破

体量和场域的限制,发挥更广泛的科普教育作用。

  (四)“文化共鸣”促进“泛在化”

  我国科学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创新环境持

续优化,全社会科学理性氛围深入人心[9]。国家科

普能力表现为一个国家向社会提供科普产品和服

务的综合能力,其中包括科学教育、人才培养以及

文化涵养。科学已越来越深入社会、深入生活,科
学已成为当代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基础。在这种

社会文化背景中,社会化、泛在化、日常化、消费化

是科普 的 未 来 发 展 方 向,是 科 普 发 展 的 基 本 生

态[10]。从情感认知角度分析,科普文化注重通过情

感共鸣来传递科学知识,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和

好奇心。思政文化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认同和社

会责任感,使他们能够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将科普文化和思政文化相结合,可以让医

学生在科普实践中体验情感共鸣,增强他们的科普

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而且科普文化和思政文化相

结合,能够通过知识传递与思辨能力提升、价值观

引导与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思维与人文关怀的培

养等方面,共同促进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在强

调提高科学素养和加强科普基础建设的同时,更多

地关注改善科普氛围[11]。例如,“生命科学概论”课
程每学期定期开展“科普讲解比赛”,参赛选手通过

准备和进行讲解比赛,需要深入了解学科知识,并
有效地将其传递给观众,考察了学生的学科学习成

果。同时在评判标准中加入思政评分板块,辅导员

等思政教师共同参与评判,目的在于评判学生“思”
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与思”的结合能力。这不仅有

助于培养科普新手的科学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也利

于思政教师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校园良好的科

普文化氛围对于学生科普能力提升的相关程度”的
调查显示,校园科普文化氛围得到大多数学生的认

可,其中超过80%的学生认为校园科普文化氛围

“帮助程度高”或“帮助程度极高”,表明学生对校园

科普文化的态度是积极的(图3)。

图3 校园良好的科普文化氛围对于学生科普

能力提升的相关程度调查结果

  三、大思政格局下提升医学生科普能力

路径建议

  (一)科普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因势利导坚

持创新传承

  提高新格局下医学生科普能力关键在于新使

命的胜任能力,应坚持创新传承。重视科普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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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动机,激发参与主体与组织机构的内在驱动

力,推进被动科普成为主动、专业的科普对话[12]。
增强科普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协同创新能力,增强其

将科学普及与教育、科研、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13]。结合医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因势

利导地将科普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制定科普教

育计划。例如,可以结合医学生的专业特长,开展

与医学相关的科普活动,引导医学生将专业知识应

用于科普实践中;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科普教育能

力的教师,为医学生提供优质的科普教育;可以通

过组织不同学科教师同堂授课的方式(尤其是加入

思政教师),增加学科交流,提高教师的科普教育质

量和教学水平;优化授课场景,深化实践深度,结合

各学校、各学科的优势创造新的授课体系;创新思

政教育与科普教育的深度融合机制,推行场景化、
沉浸式和实践型学习。

  (二)科普实践与思政实践相结合,科学思维建

立评价体系

  加强以效果为导向的科普评估体系研究,建立

科学合理的各类科普项目评价制度,以科学的激励

机制进一步推进科普项目健康运行发展[14]。同理,
通过对培养科普能力的课程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逐步推进目标和效果导向,激发科普教育事业的内

在活力,激活“教”“学”双方的内在热情。明确科普

教学课程的目标和期望,包括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掌

握程度、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科学素养和

科学态度的提升等方面。根据科普教学课程的特

点和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包括知识掌

握程度、思辨能力、实践能力、科学素养等方面的评

价指标。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如调查问卷、作业评

价、项目展示、小组讨论、科普实践等,综合评价学

生的学科素养及科普能力。建立科普教学课程的

激励机制,通过评价结果来激励教师和学生的积极

性,例如,为教师设立科普教学奖项、为学生提供科

普实训和实践机会等。评价体系应具有动态性和

可持续性,及时收集评价结果和反馈意见,不断改

进和优化科普教学课程,提高教学质量。

  (三)科普基地与思政基地相结合,发挥优势拓

增场域外延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年)》中明确指出,各级政府应激发高

校主体活力,激发全民参与积极性,构建政府、社
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大格局[15]。建立

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有效衔接机制,高校应积极响

应号召开放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协同育人建设。健

康知识与学生相遇的场域不能只拘泥于书本中,应
积极发挥科普场馆成为科普服务的主阵地作用,发
挥高校的优势拓增教育场域。一方面,可以整合学

校内外的科研资源和科普资源,建立科普平台和科

普团队,与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普机构等合作,
共同开展科普活动。与其他高校、科普机构、社区

组织等建立科普合作网络,共同开展科普教育活

动。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科普教育示范项目,通过

“科普实践课程+思政”的模式,在科普教育中融入

思政元素,让学生了解学科的社会影响和伦理道德

问题。高校可以设立校园科普基地,提供科普教育

资源和活动场所,依托基地开展科普展览、科普讲

座、科学实验等活动,吸引师生参与,可以当做教学

场所纳入学校教室管理体系中。

  (四)科普文化和思政文化相结合,厚植根基营

造科普氛围

  在科学与公众新的关系中,以知识和技能的传

授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科普空间正在不断缩小,而新

的科普空间正在打开,而这个科普空间,就是日常

生活空间,就是科学文化建设[10]。科普具有文化功

能,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15]。
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不是作为

个体的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简单加和,还包含教育

状态[11]。鼓励厚植科普文化根基,并将思想教育融

入其中,深挖育人资源。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

各类科普比赛、科普讲座、科普读书会、科普文化

节、科普主题党团建设等文化活动,提升自己专业

素养和学术水平的同时,在班集体内、校园中营造

良好的科普文化和思政文化氛围。鼓励高校广泛

采用情感认识、科学普及、传播教育等学科的教育

手段,交叉融合,为医学生营造良好科普氛围。鼓

励学生设立科普社团或俱乐部,让对科学感兴趣的

学生有一个可以交流和学习的平台,组织科普讨

论、科学实践等活动。学校应鼓励组织培养科普志

愿者队伍,可以由专业教师、临床教师及辅导员担

任负责人,参与科普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提升

科学传播效力和协同教育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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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tress
 

and
 

coping
 

style.
 

A
 

total
 

of
 

28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the
 

Intercultural
 

Ad-
justment

 

Stress
 

Scale,
 

the
 

DASS-21
 

Depression
 

Subscale,
 

and
 

the
 

Coping
 

Style
 

Scale.
 

Results:
 

(1)
 

Per-
ceived

 

social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the
 

dep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an
 

effect
 

size
 

of
 

-0.035
 

(P<0.001);
 

(2)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tress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an
 

effect
 

size
 

of
 

-0.147
 

(P<0.001),
 

and
 

coping
 

style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an
 

effect
 

size
 

of
 

0.052
 

(P<0.05);
 

(3)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tress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er-
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an
 

effect
 

size
 

of
 

-0.105
 

(P<0.01).
 

Accordingly,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tress
 

and
 

coping
 

style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per-
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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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understand
 

students
 

knowledge
 

and
 

use
 

of
 

ChatGPT,a
 

self-constructed
 

questionnaire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was
 

administered
 

to
 

al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public
 

health
 

career
 

management
 

at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In
 

terms
 

of
 

awareness,
 

the
 

rate
 

is
 

93.8%,
 

and
 

the
 

first
 

contact
 

is
 

"academic
 

courses"
 

accounting
 

for
 

8.5%;
 

in
 

terms
 

of
 

recognition
 

of
 

inno-
vative

 

features,
 

ChatGPT
 

has
 

the
 

relative
 

advantage
 

of
 

being
 

faster
 

and
 

more
 

convenient,
 

and
 

49.3%
 

of
 

the
 

students
 

think
 

that
 

the
 

operation
 

is
 

"easy".
 

In
 

terms
 

of
 

intention
 

to
 

use,
 

the
 

rate
 

is
 

72.1%,
 

and
 

the
 

obstacles
 

to
 

use
 

are
 

mainly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and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the
 

entrance
 

to
 

the
 

pro-
gram";

 

in
 

terms
 

of
 

usage,
 

the
 

rate
 

is
 

62.5%,
 

and
 

there
 

i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mong
 

different
 

grades,
 

and
 

the
 

main
 

applications
 

are
 

"online
 

tutoring
 

and
 

question-answering
 

services",
 

"automated
 

homework
 

and
 

report
 

generation",
 

etc.
 

In
 

terms
 

of
 

the
 

usage
 

experience
 

and
 

subsequent
 

use,
 

more
 

than
 

70%
 

of
 

the
 

students
 

evaluated
 

the
 

program
 

positively,
 

but
 

there
 

is
 

a
 

"fear
 

of
 

difficulty"
 

and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the
 

program",
 

such
 

as
 

worrying
 

about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areer
 

substitution.
ChatGPT

 

has
 

a
 

certain
 

application
 

basis
 

and
 

potential
 

among
 

students,
 

but
 

students
 

have
 

practical
 

difficul-
ties

 

and
 

"fear"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it,
 

so
 

teachers
 

need
 

to
 

guide
 

students
 

to
 

break
 

the
 

"threatening
 

thinking"
 

and
 

master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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