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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精神思政教育融入“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学” 

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洪虓，陈永锋，李建成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安徽蚌埠 233000）

【摘要】目的 探讨抗疫精神思政教育融入“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学”课程教学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感、职业自我效能

感和特质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 选取 86 名蚌埠医科大学 2020 级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观察组（n=43）和对照组（n=43）。对照组采用常规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方案，观察组在常规教学方案的基础上融入

抗疫精神思政教育内容，主要包括：①将抗疫故事融入教学内容、案例分析和讨论；②了解医学影像学发展史和学者事迹，

培养学生爱国意识和职业认同感；③采用课程思政模式。教学完成后进行成绩考核，并使用职业认同感量表（PIS）、自我

效能感量表（GSES） 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评估教学前后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职业自我效能感和特质应对方式。

结果　①观察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践考核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②观察组在职业认同感的自我概念、自主性、

职业稳定性、比较与自我反思、社会说服 5 个维度的评分及总分的教学后评分均显著高于教学前和对照组（P<0.05）。③观

察组在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态度与信念、问题解决能力、职业规划、职业认同、职业价值、职业选择 6 个维度的评分及总分的

教学后评分均显著高于教学前和对照组（P<0.05）。④观察组教学后积极应对评分显著高于教学前和对照组，消极应对评分

显著低于教学前和对照组，应对倾向得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将抗疫精神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能

够提高医学生的理论和实践学习成绩，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自我效能感，促进积极应对能力的提升，对于培养合格的医学

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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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corporating anti-epidemic spirit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s teaching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medical imaging diagnostios o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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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nl self-efficacy, and Trait coping styles. Methods　A total of 8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oral 
medicine from the class of 2020 of Bengbu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43) and a control group (n=43).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 conventional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programm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orporated anti-epidemic spirit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content on the basis 
of the regular teaching programm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clude: ① integrating anti-epidemic stories into 
the teaching content, case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②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edical imaging and 
scholars’ deeds to cultivate students’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and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③adopting the mode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teaching, grades were assessed,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and trait coping styles of the medical student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using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PIS),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and the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Results ①The observation group’s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 and practical assessment score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②The observation group’s post-teaching scores 
in self-concept, autonomy, vocational stability, comparison and self-reflection, and social persuasion, as well as the 
total scor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eaching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③The observation group’s post-teaching scores in attitude and belief, problem-solving ability, vocational 
plann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vocational value, vocational choic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self-efficacy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eaching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④The observation group’s post-
teaching positive coping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eaching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negative coping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eaching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ping tendency 
scor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corporating  anti-epidemic 
spirit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can improve medical studen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arning outcomes,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and promote positive 
coping abilities. This approach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cultivating qualified medical professionals.

【Key words】Anti-Epidemic Spirit; Ideological Education; Oral and Maxillofacial Medical Imaging 
Diagnostics; Professional Identity;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Trait Coping Styles

0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的全

球性大流行让人类认识到，在面对严峻的公共卫生

挑战时，医疗卫生人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在这场卫生战役中，我国医务人员以高度的职业责

任感和专业精神为疫情防控贡献了重要力量。同时，

这场疫情也凸显了医疗人才教育培养的重要性。医

学生作为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接班人，其职业认同

感、职业自我效能感和特质应对方式对其能否成为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至关重要。高校思政教育是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

径之一 [2-4]。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的

课程思政模式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

习效果 [5-7]。疫情防控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

的抗疫故事和英雄事迹，为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提

供了丰富而鲜活的教育资源。抗疫精神融合课程思

政在一定意义上可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为拓

展高校思政教育路径提供有益借鉴。“口腔颌面医

学影像诊断学”作为口腔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

课程，主要教授学生口腔颌面部位疾病的放射影像

表现和诊断原理 [8]。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知识面

广、实践性强的特点，对医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意

义重大。目前，抗疫精神思政教育融入“口腔颌面

医学影像诊断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相对缺乏，

发挥抗疫精神与课程思政融合的特定优势对引导、

教育和激发口腔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职业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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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和特质应对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

本文基于蚌埠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开设的本科课程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学”开展抗疫精神思政教

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探讨其对医学生职

业认同感、职业自我效能感和特质应对方式的影响，

旨在为提高医学生培养质量提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

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于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1 月在蚌埠医

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开展，共纳入了 86 名 2020 级符

合条件的学生，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学生分为观察

组（n=43）和对照组（n=43）。观察组男生 22 人，

女生 21 人，平均年龄（21.3±1.6）岁；对照组男生

27 人，女生 16 人，平均年龄（21.1±1.5）岁。两

组在性别构成和年龄上无明显差异（P>0.05），具

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就读口腔医学专业的全日制在校

本科生；②自愿参与本研究，并愿意配合研究团队

的各项指导和要求；③具有良好的依从性，能够按

照研究方案参与和执行相关活动。排除标准：①依

从性差（不能按照研究方案参与和执行相关活动，

如未能按时完成问卷调查、接受调查方案等）；②

明确表示不愿意或拒绝参与，或者在研究过程中持

续表达不满或反对的观点。本研究已获得蚌埠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在本研究启动

前，研究团队已将研究方案反馈给口腔医学专业

2020 级本科生班主任，并定期向其汇报研究进展，

在研究期限内充分保障学生的基本权益。

1.2 教学方案

1.2.1 常规教学方案

对对照组开展常规教学，主要采取线上线下

混合的教学模式。线上内容包括理论知识讲解、

案例分析和模拟诊断等。录制专业的课程讲解视

频，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利用在线直播平台

进行实时互动教学，学生可以在直播中提问和讨

论。线下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实操训练、小组讨

论和病例讨论等。课堂上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分

配课时与教学内容。在实验室进行口腔颌面医学

影像诊断的实际训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组

织小组讨论和病例讨论，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1.2.2 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抗疫精神思政教育

对观察组，在采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基

础上融入抗疫精神思政教育。

（1）抗疫精神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①教学内容设计：在介绍放射线的发现和应用

时，结合 2020—2022 年国内及全球新冠疫情防控

期间的抗疫故事，如通过放射线检查早期诊断新冠

病毒、监测治疗效果等。

②案例分析：选取抗疫前线专家和医护人员在

疫情中使用医学影像技术救治患者的真实案例进行

分析和讨论。

③讨论与互动：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其思考医

学影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培养他们的人文

关怀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2）医学影像学发展史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①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与爱国意识：介绍

医学影像学的发展史，介绍对该学科做出过重大贡

献的国内外专家，以及他们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感人

事迹；介绍医学影像学发展中获得各项医学奖的学

者，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与爱国意识。

②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与责任感：组织学生

分享自己对医学影像学的理解和认同，引导他们思

考自己作为医学生的职责和责任；鼓励学生通过学

习和实践，努力成长为具有爱国意识、逻辑思维能

力和科学探索精神的医学影像学专家。

（3）课程思政模式。

①在线上和线下教学中，侧重学生参与式互动

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参与抗疫故事的分享和讨论，

促使他们主动学习。

② 价值引领：在教学过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让学生深刻体验和感受医学影像技术在抗疫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

③ 线上资源：结合新冠病毒研究最新进展、抗

疫前线专家讲座和感人事迹等，利用视频、PPT、



《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2025 年第 46 卷第 2 期    教学与人才培养·190·

在线讨论等方式进行线上教学。

④ 线下实践。

组织学生体验医学影像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

加深他们对医学影像学的理解和认同。

1.3 观察指标

1.3.1 成绩考核

课程完成后，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两方面

的考核（各 100 分）。理论知识的考核主要采用闭

卷笔试形式，考查学生对该课程基础理论、影像判

读原理和诊断思路等方面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实践

操作考核主要考查学生使用影像软件获取、处理、

重建和分析三维影像数据，并进行临床病例影像诊

断的综合能力。

1.3.2 职业认同感 

使用职业认同感量表（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Scale，PIS）[9] 进行受试者职业认同感测量。该量

表涵盖 5 个核心维度（自我概念、自主性、职业稳

定性、比较与自我反思、社会说服），共计 17 个

具体条目。受试者对每个条目的评分范围是 1 ～ 5
分。PIS 的总分范围为 17 ～ 85 分，得分越高，代

表受试者的职业认同感越强。

1.3.3 职业自我效能感

使用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 [10] 进行受试者职业自我效能感测量。

该量表涵盖 6 个核心维度（态度与信念、问题解决

能力、职业规划、职业认同、职业价值和职业选择），

共计 27 个具体条目。受试者对每个条目的评分范

围是 1 ～ 5 分。GSES 的总分范围为 27 ～ 135 分，

得分越高，代表受试者的职业自我效能感越强。

1.3.4 特质应对方式

本研究采用了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11] 测量参与者的特质

应对方式。该问卷由姜乾金编制，包含 20 个条目。

其中，积极应对维度与消极应对维度各有10个条目。

各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方法，各维度满分均为 50 分。

得分越高，表明参与者采用该维度特质应对方式的

倾向性越高。最后计算积极应对维度与消极应对维

度得分的差值作为应对倾向得分。当得到的结果是

正值时，表示个体更倾向于使用积极的特质应对方

式；当结果为负值时，表示个体更倾向于使用消极

的特质应对方式；当结果为 0 时，则表示个体的特

质应对方式相对中立。因此，应对倾向总分越高，

说明参与者在面对问题时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特质

应对方式。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平均数 ± 标准差（x± 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医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平均分为（89.94±7.52）
分，实践操作考核成绩平均分为（87.23±7.05）分。

对照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平均分为（86.01±7.33）
分，实践操作考核成绩平均分为（84.14±7.15）分。

经统计，观察组各项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医学生 PIS 评分比较

具体来看，在自我概念、自主性、职业稳定

性、比较与自我反思、社会说服 5 个维度的得分及

总分上，观察组的教学后评分均较教学前有明显提

高（P<0.05），且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

数据如表 1 所示。

2.3 两组医学生 GSES 评分比较

具体来看，在态度与信念、问题解决能力、职

业规划、职业认同、职业价值和职业选择 6 个维度

的得分及总分上，观察组的教学后评分均较教学前

有显著增加（P<0.05），且高于对照组（P<0.05）。

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2.4 两组医学生 TCSQ 评分比较

教学前，观察组和对照组在积极应对、消极应

对及应对倾向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教

学后，观察组的积极应对评分明显高于教学前和对

照组教学后的水平（P<0.05）。与此同时，观察组

的消极应对评分也显著低于教学前和对照组教学后

的水平（P<0.05）。观察组教学后的应对倾向得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教学后（P<0.05）。具体数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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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示。

3 讨论

提高职业认同感是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任

务。职业认同感体现了个体对其所从事职业的积极

评价和情感认同，是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吴宏伟

等 [12] 指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提高学生职业

认同感应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中之重。思政教育

应通过多种路径增强学生的职业自豪感、责任心和

使命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职业价值，树立职业理

想，从而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使其全身心投

入职业发展之中。而培养自我效能感有助于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个体职业生涯选择

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衣永红等 [13] 认为，高校

思政教育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自

信心，提升学生的能力素养。穆君蕊 [14] 发现，自

我效能感较高的医学生在专业能力、学习持续度和

压力管理等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因此，思政教育应

融入自我效能感培养，提升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

激发其潜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良好的特质应对方

式是医学生完成学业和职业发展的基础，特质应对

方式直接关系到个体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学习和工作

表 3 两组医学生 TCSQ 评分比较（x± s，分） 
Tab. 3 Comparison of TCSQ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medical students (x± s, scores)

项目
观察组（n=43） 对照组（n=43）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积极应对 26.67±3.69 35.51±4.91*# 26.54±3.66 32.27±4.47*

消极应对 20.85±2.88 15.43±2.12*# 20.77±2.88 17.74±2.44*

应对倾向 5.82±0.81 20.08±2.77*# 5.77±0.78 14.53±2.01*

注：与本组教学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教学后比较，#P<0.05。

表 1 两组医学生 PIS 评分比较（x± s，分） 
Tab. 1 Comparison of PI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medical students (x± s, scores)

项目
观察组（n=43） 对照组（n=43）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自我概念 21.51±2.97 29.47±4.08*# 21.32±2.95 25.65±3.55*

自主性 7.06±0.97 8.45±1.15*# 7.11±0.97 7.65±1.06*

职业稳定性 8.95±1.22 14.53±2.01*# 8.79±1.20 10.46±1.45*

比较与自我反思 14.52±2.01 19.75±2.72*# 14.36±1.98 16.88±2.33*

社会说服 7.54±1.04 10.56±1.45*# 7.56±1.04 9.01±1.24*

总分 59.58±8.25 82.76±11.48*# 59.14±8.21 69.65±9.66*

注：与本组教学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教学后比较，#P<0.05。

表 2 两组医学生 GSES 评分比较（x± s，分） 
Tab. 2 Comparison of GSE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medical students (x± s, scores)

项目
观察组（n=43） 对照组（n=43）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态度与信念 19.54±2.72 29.36±4.06*# 19.47±2.70 25.41±3.53*

问题解决能力 14.65±2.03 17.52±2.42*# 14.73±2.03 16.51±2.28*

职业规划 15.12±1.24 17.87±1.44*# 15.22±1.54 16.97±1.35*

职业认同 9.86±1.36 15.72±2.17*# 9.63±1.34 11.38±1.57*

职业价值 9.47±1.31 13.68±1.89*# 9.54±1.31 11.35±1.52*

职业选择 6.58±0.92 7.98±1.11*# 6.54±0.94 6.85±0.95*

总分 76.22±10.58 101.93±14.13*# 76.13±10.56 88.47±12.26*

注：与本组教学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教学后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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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宋江艳 [15] 发现，医学生普遍存在较高的应

激水平，消极应对方式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和学习绩

效。张维等 [16] 指出，应对方式是可以培养的，思

政教育应该帮助学生树立乐观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培养学生良好的应对品质，提高学生应对困难

的主动性和自我管理能力。由此可见，职业认同感、

职业自我效能感和特质应对方式对于医学生的成长

发展至关重要，将其纳入思政教育课程具有必要性。

思政教育应着眼于全面培养和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系统分析和培养学生的这些职业素养，为其未来成

为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研究结果显示，将抗疫精神思政教育融入“口

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学”课程教学，能够显著提高

医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增强他们的职

业认同感、职业自我效能感，促进积极应对方式的

形成。这为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口腔医学人才提供了

有益的探索路径。

首先，观察组在理论知识考核和实践操作考核

中的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可能与融入抗疫精

神思政教育内容后，学生的学习动机和主动性得到

激发有关。将抗疫故事融入教学内容、案例分析和

讨论，让学生亲身感受到医学影像在抗疫中的重要

作用，激发了他们对本专业的学习兴趣和重视程度。

此外，介绍医学影像学发展史及学者事迹，激发了

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科研探索热情。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注重学生主导参与，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其次，观察组在职业认同感各个维度的得分和

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融入抗疫精神思政教育后，

学生对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专业有了更高的职业

认同感和自我概念，职业稳定性和职业选择意向也

更明确。这可能与本课程教学内容设计、案例分析

和讨论等环节的专业特点有关，使学生深刻体会到

了口腔医学专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和社会价

值，增强了学生的职业自豪感。

再次，观察组在职业自我效能感各个维度的得

分和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融入抗疫精神思政教育

内容后，学生在人生态度与信念、问题解决能力、

职业规划等方面的自我效能感得到提升。抗疫精神

蕴含着不畏艰难、攻坚克难的可贵品质，通过思政

课程学习学生树立了对专业的自信。案例分析和讨

论环节锻炼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提高了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介绍学者的典型事迹和

获奖经历，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树立了典范，增强

了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信心。

最后，观察组的积极应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消极应对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说明融入抗疫精神

思政教育后，学生在面临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

应对方式。通过抗疫精神学习学生受到熏陶，从而形

成积极乐观的应对方式。而对照组学生由于未接受系

统的思政教育，应对方式相对消极被动。积极的应对

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这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将抗疫精神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学生的

职业认同感、职业自我效能感，促进积极应对方式

的形成，为他们未来成为优秀的医疗卫生人才奠定

良好的职业素质基础。这种模式为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于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复

合型人才具有实践价值。目前，国内关于将思政教

育融入专业课程的研究还很薄弱，理论基础有待夯

实。虽然本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具体的教学

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

如样本量过小，可能出现研究结果偏差的问题；研

究期限较短，对参与本研究的口腔医学生缺乏长期

追踪；等等。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适当增加样

本量，保障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延长研究的时间跨

度，降低因时间较短产生结果偏移的可能性；建立

长效追踪机制，研究团队联合院系、就业指导中心

协同追踪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以进一步验证研

究结果。在后续工作中，研究团队将进一步探索一

条更加高效的融入路径，创新教学手段，增强实践体

验，提高育人效果；同时，深入研究课程思政的理

论机制，探索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整合路径，

为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探索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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