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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对医学生的思政教育意义。方法 以参加2021年重

庆医科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匿名问卷调查,回收整理资料并对结

果的部分样本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医学生参加“三下乡”实践活动后对中国现状的认识(7.71±1.41)分,
对“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认识(7.74±1.91)分,对努力学习医学知识的决心(9.00±1.06)分,均

较参加前有所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对医学生思政教育意义显

著,值得医学院校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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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内

容,医学教育应立德为先,加大课程思政和实践思政

的建设力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学生医德

教育,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引导其致力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卫生事业,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1]。“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大学生参与课程实践的有

效载体,也是我国大学生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活动[2]。

2021年暑期我国各医学院校的大学生积极参加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故本研究拟以重庆医科大学

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为例,探索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对医学生的思政教育意义,为医学院校开展

思政教育的提供实践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研对象 2021年重庆医科大学参与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医学专业学生,共有140名学

生参加,随机选取31人参与问卷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通过问卷星网站(www.wjx.cn)
制定网络匿名调查问卷,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参
与学生的基本情况(学历、政治面貌);(2)学生自评参

与实践活动前后对中国医疗现状的认识、对“四个意

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认识、对努力学习医学

专业知识的决心的分值,每项设置分值0~10分之

间;(3)评价实践活动是否有助于将医学知识服务当

地群众、发现所掌握医学知识的欠缺、传递党的温暖

带给当地群众、思考如何成为新时代青年,分为非常

有帮助、有帮助、帮助一般、没有帮助4个层次。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

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收回有效问卷31份,回收率为

100.00%。参与的医学生有本科生17人(54.84%)、
研究生14人(45.16%),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预备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团员、群众的人员数量分

别为9人(29.03%)、1人(3.23%)、1人(3.23%)、19
人(61.29%)、1人(3.23%)。见表1。

表1  参与问卷调查医学生的基本信息[n(%)]

项目 人数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9(29.03)

 预备党员 1(3.23)

 入党积极分子 1(3.23)

 共青团员 19(61.29)

 群众 1(3.23)

学历

 本科 17(54.84)

 研究生 14(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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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学生参加“三下乡”活动前后的思政觉悟、专
业觉悟的变化 参加实践活动前后对中国医疗现状

的认识的分值分别为(5.58±1.98)、(7.71±1.41)
分。参加实践活动前后对“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
个维护”的认识的分值分别为(6.00±2.45)、(7.74±
1.91)分。参加实践活动前后对努力学习医学知识的

决心的分值分别为(7.42±1.54)、(9.00±1.06)分。
上述3组数据,分别采用配对t检验去研究实验数据

的差异性,提示参加实践活动后评分均明显提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表2  参加暑期“三下乡”活动前后医学生的思政觉悟、

   专业觉悟的变化

项目
对中国医疗

现状认识

对“四个意识”“四个

自信”“两个维护”的认识

努力学习医学

专业知识的决心

活动前 5.58 6.00 7.42

活动后 7.71 7.74 9.00

t -8.418 -6.352 -6.848

P <0.001 <0.001 <0.001

2.3 医学生对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评价 受调

查的医学生认为“三下乡”实践活动对把医学知识服

务当地群众非常有帮助的16人(51.61%)、有帮助的

14人(45.16%)、帮助一般的1人(3.23%),没有帮助

的0人;认为“三下乡”实践活动对发现掌握的医学知

识的欠缺非常有帮助的14人(45.16%)、有帮助的

16人(51.61%)、帮助一般有0人,没有帮助的1人

(3.23%);认为“三下乡”实践活动对将党的温暖带给

当地群众非常有帮助的18人(58.06%)、有帮助的

13人(41.94%),认为帮助一般的和没有帮助的均为

0人;认为“三下乡”实践活动对思考如何成为新时代

青年 有 帮 助 的 21 人(67.74%)、有 帮 助 的 10 人

(32.26%),认为帮助一般的和没有帮助的均为0人。
见表3。

表3  医学生对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评价表[n(%)]

项目
把医学知识

服务当地群众

发现掌握的医

学知识的欠缺

将党的温暖

带给当地群众

思考如何成为

新时代青年

非常有帮助 16(51.61) 14(45.16) 18(58.06) 21(67.74)

有帮助 14(45.16) 16(51.61) 13(41.94) 10(32.26)

帮助一般 1(3.23) 0 0 0

没有帮助 0 1(3.23) 0 0

3 讨  论

本次调研活动通过对参加2021年重庆医科大学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医学生的基本情况、参与前后

思政觉悟、专业觉悟的变化及其对“三下乡”实践的评

价等三方面结果进行分析整理,结果提示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对医学生知识的传授、自我价

值的塑造、爱国教育等方面的思政教育意义。《关于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推
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大部分文献

认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学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具有强化思政教育效果的

意义[3]。说明新时代“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性发展。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3号)指出要把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

式融入人才培养中[4]。结合医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

培养具有渊博医学基础知识、扎实临床实践功底、高
尚仁爱情操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医学人才[5]。
而参与本次调研活动的医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
政治面貌分别有中共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共青团团员、群众,提示参加问卷调查的医学生学历

和政治面貌比较全面,本次调研具有代表性,其结果

有说服力。故将围绕通过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对

于培养医学生具有知识传授、自我价值塑造、爱国教

育及对未来更好地开展“三下乡”活动的设想等方面

进行讨论,具体阐述“三下乡”活动具有的医学教育与

思政教育结合的重要意义。

3.1 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对医学生知识传授的意

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三下乡”实践活动有助于提升

医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决心,有利于将所学的医

学专业知识学以致用。96.77%的医学生发现“三下

乡”实践活动有助于把医学知识服务当地群众、发现

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的欠缺,提示可以通过“三下乡”实
践服务群众、检验知识的正确性,取长补短、查漏补

缺、弥补自身在专业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方面的不

足、认清未来学习的方向[6]。由于受到专业藩篱的影

响和教育视野的限制,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专

业教育彼此分离,尤其是在技术主义、工具理性、大众

文化的多重冲击下,医学教育存在“重专业、轻思政”
的误区[7]。因此“三下乡”实践活动可以成为打破思

政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分离状态的重要手段。

3.2 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对医学生自我价值塑造

的意义 医学生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开展的形式

包括了医学知识宣教、义诊、医学调研、党史宣传等,
有助于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吃苦耐

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大局观、使命感、责任感,不
断攻坚克难,感悟社会责任,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
拓宽了思政实践教学的开展形式[8-9]。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了“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将“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作为培养新时代青年的具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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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参与“三下乡”活动的医学生均认为此次实践活

动有助于帮其思考如何成为新时代青年,这为医学院

校培养新时代青年医生提供了新思路。

3.3 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对医学生爱国教育的意

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参加实践活动,医学生对

中国医疗现状的认识、对“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
个维护”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发现实践活动有

利于把党的温暖带给当地群众。医学生利用暑假生

活去到乡镇、农村或贫困的偏远地区支教、支援,深入

基层,亲身感受到当地的真实情况,扎根中国大地了

解国情民情,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国家

的重要行业里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创新技术,发展生

产,这些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爱国的具体内容[10]。本

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是从医学生的视角和主观评价进

行撰写,未能进行随机有对照,数据量较少,后续需要

更大量跟踪数据进行验证。

3.4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后续的设想 (1)
构建“三下乡”实践经验分享平台:构建校内或校间

“三下乡”实践经验分享平台。利用网络具有可复制

性、共享性特点,将优秀的与“三下乡”实践活动有关

的心得感悟、视频资料等上传以供经验交流和学习分

享,扩大“三下乡”实践活动的感染力、吸引力,抓好医

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工作[11]。(2)建立稳定持续的“三
下乡”实践基地:选择适合长期、稳定开展“三下乡”活
动的地点。每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

有限,这就可能存在着实践时间短、实践内容少、无法

持续性服务当地群众等问题,那么将需要长期帮扶的

地区固定下来,建立实践基地,每年派送参加“三下

乡”活动的学生前往,可为当地带去持续性帮扶。
 

医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的学科

与思政教育结合的专业思政教育意义有助于引导医

学生扎实专业知识、注重价值塑造、激发爱国热情,承
担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蓬勃开展的“三下乡”
活动能有效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在教育部组织高校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的背景下,医学

院校如何更好地发挥“三下乡”实践活动的专业思政

教育意义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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