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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people firs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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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guiding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uphold the Marxist people-oriented standpoint,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actice the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evolve around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of
medical students,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closely align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society. They should fully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 into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rals and values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curriculum, 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shape medical
reserve talents who not only possess superb professional skills but also exhibit good medical ethics and are courageous in
shouldering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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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民群众的健康意

识显著提升袁健康需求呈现多样化尧多层次和高水平

的特点袁这对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遥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院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

要标志遥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袁
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冶[1]遥 新时代医学生作为医疗

卫生事业的接班人袁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不

仅关系到自身学业职业发展袁更关系着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遥

本文引用: 黄 河.野人民至上冶理念融入医学生德育的逻辑尧价值和路径[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5(3): 5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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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人民至上冶理念融入医学生德育的生成

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野六个坚持冶袁其中第一条

就是野坚持人民至上冶袁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的守正创新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袁也是

对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坚守开拓袁体
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部实践之

中袁是新时代医学生德育必须牢牢把握的主线遥
1.1 理论渊源院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人民立场遥 人民立场是马

克思主义的核心和落脚点袁野人民至上冶理念贯穿其

整个思想体系遥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民健康袁将
健康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袁马克思指出院野保护

健康袁就是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遥 冶[2]

恩格斯的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曳开创了从联系与发

展视角研究工人阶级职业健康的先河袁是将辩证法

思维运用于健康领域的典范袁以工人阶级的健康作

为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袁以社会制度的优化促进工

人的健康袁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3]遥 马克思主

义抛弃了野宗教异化冶宣扬的虚拟幸福和资产阶级社

会追求的野异化幸福冶袁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

上深刻论述了只有消灭异化尧私有制以及阶级对立袁
才能真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袁这为

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袁是新时期

野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冶的重要认识

来源遥
1.2 文化底蕴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袁早
在商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野重民冶野保民冶野敬民冶的观

念袁此后形成了野民之所利而利之冶野民为贵袁社稷次

之袁君为轻冶野君舟民水冶野公天下冶等重要观点遥 中医

药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袁体现

了野人民至上尧以民为本冶的精神追求袁如叶黄帝内经曳
记载野天覆地载袁万物悉备袁莫贵于人冶袁就已经明确

了野人贵冶的观念曰唐代孙思邈在叶备急千金要方曳中
提出野人命至重袁有贵千金袁一方济之袁德逾于此袁故
以为名也冶袁将野人命至重冶作为医德文化的本源曰明
代龚信在叶古今医鉴窑謦医箴曳中指出野至重惟人命袁
最难确是医冶袁强调医家必须将敬畏生命尧一丝不苟

作为职业准则遥 中医药传统文化蕴含野以人为本冶的
基本理念和野以人为贵冶的人文精神袁引领一代代医

家悬壶济世尧治病救人袁也为医学教育提供了丰厚的

文化宝藏遥
1.3 实践要求院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袁始终高度重视和维护

人民健康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指导思想遥新中国成立后袁
毛泽东提出院野今后必须把卫生尧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

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袁极力发展这项工作遥 冶[4]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困难条件下袁党团结带领人民

合理利用有限资源袁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历史

性变化袁人民群众健康得到了基本保障遥 改革开放

后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袁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袁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

健康[5]遥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大决策部署袁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总的战略安排袁明确了到 2035
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袁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康擘画了清晰蓝图遥
2 野人民至上冶理念融入医学生德育的价值意蕴

威廉窑奥斯勒渊William Osler冤提出院野热爱人文

要与热爱技术结合起来要要要先爱人袁再重技才是认识

论上的医学之道遥 冶[6]从本质来上讲袁医学是一种社

会使命袁是人性和情感的表达袁人文素养是其岗位胜

任力的重要基础遥 新时代医学生德育只有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正确方向袁才能引领医学生在自觉服务

人民中淬炼本领尧建功立业和践行担当遥
2.1 个体层面院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

当代大学生成长生活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袁
但也有新压力和新困扰遥医学生群体面临着繁重的

专业学习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高工作强度和复杂

工作环境等挑战袁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和医患

矛盾冲突也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尧职业态度和心

理健康遥 持续推进野人民至上冶理念融入医学生德育

工作袁一是有利于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认知袁不仅要具

备精湛的医疗技能和丰富的医疗经验袁更要有良好

的医德医风袁要树立在医疗工作中全心全意为患者

服务的宗旨曰二是有利于提升医学生的职业认同袁
要引领医学生深刻认识野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负责冶
的重要使命袁让他们从内心认可尧愿意追求并实现医

务工作的职业价值袁从而形成正确的职业动机曰三是

有利于规范医学生的职业行为袁提升医学生野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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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冶和野医学的温度冶袁让医学生真正懂得尊重生

命尧关爱患者袁在未来的工作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遥
2.2 高校层面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教育的

本质与最终目的上阐明野立德树人冶的重要价值袁深
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要野立何德袁
树何人冶这一野培养什么人冶的教育首要问题遥 但长

期以来袁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在教育工作中还是存在

重医技而轻医德医风袁这并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培

养遥 近年来袁国家高度关注医德教育问题袁叶关于加

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曳明确指出袁要以新

内涵强化医学生培养袁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尧心中有

爱的仁术尧知识扎实的学术尧本领过硬的技术尧方法

科学的医术的教育袁培养医德高尚尧医术精湛的人民

健康守护者[7]遥 医学院校必须坚持把立德树人的成

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袁坚定以野人民

至上冶理念为引领袁持续探索医学生德育工作的优化

路径袁破解医学与人文解体尧医技与医德脱轨的难

题袁促进医学教育更好地对接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

需求遥
2.3 社会层面院保障野健康中国冶战略实施

加快提高卫生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袁既是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袁也是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环节袁其中人才队伍是关键因

素袁未来主力军就是医学生遥 近年来袁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取得长足发展袁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袁但仍存在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和区域布局不平衡

的问题遥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院
野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袁练就过硬本领袁毕业后到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袁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

基层群众遥 冶[8]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袁是党领导医

疗卫生工作的原则立场袁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引下袁一
代代尧一批批优秀医务人员深入基层尧走进农村尧援
藏援疆袁用实际行动服务人民遥 对于新时代医学生

来说袁也必须努力把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尧人民的大

我之中袁为了人民健康练就过硬本领袁到人民群众中

去锤炼仁心仁术袁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遥
3 野人民至上冶理念融入医学生德育的实践路径

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发布的野全球医学教育最低

基本要求冶明确指出院各国在医学教育中除了医学知

识尧专业技能袁还应特别注重职业价值尧态度尧行为和

伦理尧交流与沟通技能等综合能力培育[9]遥 将野人民

至上冶理念融入医学生德育袁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

响应袁 应当以创新方式方法将其贯穿于医学生德育

的全过程袁确保实践成效遥
3.1 站稳思想政治课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

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袁关键看重视不重视尧适应不

适应尧做得好不好遥 冶[10]医学院校要坚持把野人民至

上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涵袁立足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袁构建具有医学特色的思政课程教育模式遥在
教学目标上袁要结合各门思政课程的具体目标袁科学

设计方案尧提升教学实效袁引领大学生深刻理解野人
民至上冶的重大意义袁全面认识野人民至上冶的丰富内

涵袁为新时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

础曰在教学内容上袁要深入挖掘医药文化中的思政资

源袁结合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袁阐释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时代人民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袁选取

典型人物和事例袁梳理不同发展阶段医疗卫生工作

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袁讲清楚党坚持把为人民

谋幸福作为最高政治追求袁把人民至上作为践行的

最根本价值观曰在教学方式上袁要提升思政教育的针

对性袁准确把握医学生特征尧关注医学生心理尧尊
重医学生情感需要袁进行分类分析和指导袁不断增

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尧说服力袁培育广大医学生

的人民情怀袁践行为人民健康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使

命担当遥
3.2 加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全面加强医学生综合素养袁是高等医学教育教

学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袁医学类专业课程应当注重

加强医德医风教育袁在培养精湛医术的同时袁引领学

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遥
医学教育课程体系中袁很多课程都体现着对生命的

尊重意识尧对科学的追求精神尧对医学的奉献精神尧
对患者的关怀精神袁应遴选一批专业课程进行课程

思政改革探索袁挖掘其中的医德元素[11]遥 医学专业课

程必须注重培养医学生的伦理道德尧人文素质袁准确

把握医学专业课程与野人民至上冶理念的契合点袁根
据课程特点进行科学设计袁融入野恪尽职守尧坚守岗

的敬业精神冶野医者仁心尧救死扶伤的仁慈精神冶野不
畏艰险尧勇于耶逆行爷的大无畏精神冶等袁引导大学生

正确地看待正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袁正确看待个人

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遥在教学方法上袁应注重启发

学生思维塑造优秀的学习体验袁充分激发学习的自

主性与积极性袁更多地采用启发式尧案例式尧PBL 教

学法尧CBL 教学法等袁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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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12]遥 通过构建医学院校特色的课程资源和育人

体系袁推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有机融合遥
3.3 推动中医药文化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袁新时代高校要发挥文

化的涵养作用袁达到以文化人尧以文育人的效果遥 中

医药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袁与思

想政治教育在育人功能上具有契合性袁具有提高学

生认知水平尧厚植学生爱国情感尧培养学生意志品

质尧激励学生践行使命的作用[13]遥 医学院校应深入发

掘中医药文化中野人民至上冶的精神基因袁实现中医

药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尧协同育

人袁构建医学院校特色的野大思政冶格局遥 一是要推

动中医药文化课程建设袁指导学生掌握中医药文化

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袁促进医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中医药核心价值理念互融互通尧入心入脑曰
二是要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尧形式多样的文化践行活

动袁用好野名家冶野名医冶野名师冶等优质资源袁打造文化

传播队伍袁开设相关系列讲座袁完善网络育人平台袁
以更生动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尧中医药文化的内涵

和魅力袁提升医学生的文化涵养曰三是以各个医学院

校的地方资源和历史传承为特色袁将中医药文化中

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袁生动地融入校园的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袁构建野大医精诚冶野医者仁心冶
的文化氛围遥
3.4 完善社会实践活动培育

医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展与人类健康有关的

实践活动袁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与临床实践紧

密结合袁必须将医学生德育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袁推
动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医德感性认知袁增强服务群众

意识遥 首先袁要立足地方医学特色和文化资源优势袁
通过带领医学生参观相关场馆尧开展研究性学习等

方式融合人文教育袁强化医学生对野以人民为中心袁
以健康为根本冶宗旨的认识曰其次袁应借助校外实践

活动提升社会育德功能袁通过野三下乡冶等专项实践

活动袁引导学生深入基层袁在服务基层人民群众中强

化职业认知认同袁实现由医德被动主体向医德主动

主体尧由医德主动主体向医德自觉主体的转化曰最
后袁要根据医学生学习的阶段特点袁与附属医院或临

床教学医院积极沟通袁强化职业道德的隐性教育袁在
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做到知和行的有机统一袁引领

医学生深刻认识野敬畏生命袁治病救人冶的医学本质袁
在与患者身处相同情景时袁锻炼他们倾听患者需求

的能力尧与患者沟通的能力袁通过言传身教给学生传

达野人民至上冶理念袁完善野在校医学生要实习生要在

职医生冶的全过程德育遥

4 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叶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曳袁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尧作出新

部署袁旨在解决群众预防保健和看病就医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袁解决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尧
系统连续尧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14]遥 医学教育肩

负着培养医疗卫生事业未来从业者的重大责任袁必
须把实现好尧维护好尧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利

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尧课
程思政建设尧文化培育和实践教育袁推动野人民至上冶
理念融入医学生德育的各个环节袁塑造既有精湛专

业技术尧又有良好医德医风尧勇于担负起时代重任

的医疗卫生后备队伍袁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

供人才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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