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3年9月19日 星期二 广告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教改风采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每月36.00元 零售每份：2.00元

健全体制机制，为音乐
通识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
保障

音乐通识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
的有效载体，具有多学科联动的教
育优势。体育艺术学院按照“党建
引领聚合力，文艺铸魂育新人”的
党建工作理念，围绕组织管理、队
伍建设等，形成一套促进音乐通识
教育发展的长效机制，构建具有

“体育+艺术”特色亮点的“大思
政”格局，为音乐通识教育改革与
创新提供可靠保障。

体 育 艺 术 学 院 坚 持 “ 以 德 立
身”，以立学、施教、育德为宗旨开
展教学管理工作，努力培养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教师和管理者。持续推进师资队伍
内培外引工程，加大人才引进力
度，提升音乐通识教育水平，提高
思政育人质量。积极参与学校科研
创新团队评审工作，培养和造就高
学术水平的创新型学术带头人和学
术骨干，着力提升科研创新实力，
提升科研成果凝练水平。

抓实理论教学，为音乐
通识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激活
力量

音乐通识教育的育人力量主要
来源于教学，体育艺术学院从课程
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深入挖掘思
政教育元素，夯实音乐育人的实效
性。强化校内外资源整合，将思政
育人理念全面融入音乐通识教育教

学，强化音乐通识教育的育人功
能，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陶冶情操、浸润
心灵，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教育体系。

立足学校红色校史，按照体艺
融合、文化育人的工作思路，将弘
扬容国团精神的通识课程与社会实
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依托自身创
建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
室——体育功能性音乐与舞蹈创新
应用实验室，召开教师说课评议与
整改会议，按照教学大纲，从教案
撰写、音乐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创
新、课程现代化手段运用等方面梳
理教学过程，同时在教学中采用

“大思政”的全过程浸润式教学，结
合注意教学仪态、语言等细节，扎
实提高教学质量。

创新实践教学，为音乐
通识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开辟
新路

音乐通识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教
育类别，创新实践教学方法是音乐通识
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体育艺术学院科
学构建课堂内外紧密结合的音乐通识教
育实践教学体系，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学生喜闻乐见的音乐实践
育人活动，为音乐通识教育的改革与
创新开辟新路，引导学生追逐青春梦
想、勇担时代重任、争做时代先锋。

坚持按照“X+N+1”（专业+课程+
容国团精神）的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方
案，结合“体育+艺术”的专业特点，
积极探索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的深度
融合，全力将容国团精神嵌入课程思

政建设的全过程。带领学生排练容国
团音乐诗歌舞《拼搏之路》，引领青年
学生强化使命担当，立志奋勇拼搏，
永葆爱国情怀。探索中国传统音乐文
化与锣鼓乐，开设“玩转京剧打击
乐”课程，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的乐舞
精神。同时，师生携手将岭南经典音
乐元素融入现代编曲技法，创作了多
首传播美育正能量的主题歌曲，体现

“美育浸润”之理念。师生通过录制原
创歌曲，用歌声传递友爱互助、共建
和谐的心声，让美育滋润心灵。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为音
乐通识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
思政氛围

良好的精神环境与文化氛围是隐性
的宝贵教育资源，具有潜移默化的育人

作用。体育艺术学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力量，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
实干精神，充分发挥音乐通识教育在学
校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弘
扬音乐教育与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度融
合，为“大思政”背景下音乐通识教育
的改革与创新提供良好的校园思政氛围。

体育艺术学院充分利用音乐通识课
程全校教授的机会，挑选热爱音乐的学
生组建合唱团，排练原创或改编的经典
曲目。学生通过团队的歌唱感受美、传
递美，厚植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
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交能力
等。在音乐通识课程中，体育艺术学
院注重发挥音乐的心理疗愈功能，带
领学生积极参与各种音乐实践，强化
音乐治疗等功能，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
与音乐艺术氛围，丰富学生的音乐文化
生活，夯实音乐育人的效果。 （王欣）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

“大思政”背景下改革创新音乐通识教育

高校音乐通识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与创新音乐通识教育，
充分发挥音乐通识教育的育人功能，能够有效提升立德树人的实效性。广州
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始终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充分
发挥“体育+艺术”的学科融合共进优势，着力推动艺术学科建设、专业发
展与体育实践的有机结合，扎实开展“大思政”背景下音乐通识教育的改革
与创新，用音乐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增长知识见
闻、加强品德修养、砥砺奋斗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应有之力。

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医学
类高校对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日益
重视，积极探索医学人才培养新模
式。其中，旨在培养医学生的医德医
风、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叙事医
学教育模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济
宁医学院多年来高度重视医学教学改
革，推进应用叙事医学教育改革创
新，积极探索实践育人新路径，推动
医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利用本
土优秀传统文化，采用课程设计、社
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综合培养医
学人才，促进医学、人文学科、社会
科学等领域的融合，为医学生的全面
发展、思政素养的提升以及培养更多
具备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人
才作出了贡献。

科学进行课程实践设计，
优化叙事医学指导下的教学内容

以“叙事”为框架，融合跨学科理
念的叙事医学是新医科背景下医科院校
培养人才的新思路、新载体。济宁医学
院积极倡导叙事医学理念，科学进行叙
事医学指导下的课程实践设计，有效提
升学生的人文情怀与道德修养水平。

学校科学打造具有医学特色、以
文学细读和反思性写作为工具的人文
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强化医学伦理教
育。山东省儒医文化与医学人文教育
文科实验室在课题“‘大思政’背景
下医学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
育人模式研究”的指导下，强化思政
育人效果，设计专门的讨论、辩论、
细读环节，细读中国古代医学名篇和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医学史》等
涉医经典作品，讲授医学伦理的相关
案例和故事，引导学生思考医学实践
中的伦理问题和人文关怀，提升学生
的思辨能力和道德判断力，培养其在
医学实践中遵循伦理原则和关注患者
权益的意识。深挖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设置特色选修课，结合多样的
教学手段，开设“ 《论语》 导读”

“孔子的智慧”“爱心教育”“诚信修

养”“儒医故事”等以儒家文化为
主、经典文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课程，鼓励学生细读经典
文化并进行反思性写作，从而进入不
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引导学生对生
命、疾病的思考，感悟生命的温度，
并提升同理心和反思能力。

创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丰富叙事医学指导下的人才培
养路径

学校创新开展叙事医学指导下的
社会教学实践活动，用实训课堂教
学、实习实践体验引导、鼓励医学生
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关注社会问题
和参与公益事业。

学校加强与医疗机构、社区组织
的合作，推动叙事医学的实践应用。

成立“医缕阳光”志愿服务基地、医
学伦理学实践基地，定期为有需要的
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以此培养
学生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优良品
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积极组织开展“三下乡”

“返家乡”以及爱心义诊、医疗救
助、进社区等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医
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志愿者服务实践活
动，走进社区、走近群众，亲身体验
医学实践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鼓励学生通过写作和叙事的方式分享
自己在社会实践中的经历和体会，既
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还帮助其更
好地理解和关注社会问题，使之成为
有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专业人才。学校
因地制宜，结合本地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开发本土优秀实践教学案例，将
孔子研究院、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

子博物馆、孔府、孔庙、孔林等作为
教育实践教学基地，定期带领学生深
入考察，在不断的叙事医学实践活动
中，以故事性和情感性的方式为学生
提供了独特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感
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领悟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培养医
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

着力打造校园文化活动，
营造叙事医学指导下的良好氛围

校园文化是师生在校园中共同
创造的一种精神氛围和生活方式，
具有潜移默化的育人力量。学校围
绕“明德仁爱，博学至善”的校
训，以叙事医学模式为指导，凝练
医德文化精神，突出校园文化建

设，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关注医
学伦理和人文关怀，提升医学团队
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学校打造了“中医大师形象文化
墙”、儒医文化园等校园精品文化项
目，通过中医大师、名人故事的叙述
和角色的塑造，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医
学实践中的道德困境等，培养学生
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学
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学校结
合专业特色，围绕山东省艺术课题

“健康社区中医药文化科普传播要素
及创新模式研究”，开展儒家经典诵
读、中医经典诵读和演说等文化精
品项目活动，采用舞台剧、角色扮
演等形式，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
解、感知医学实践的复杂性和挑战
性，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高自身
在未来医疗实践中的综合素质。组
织开展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大学
生社团文化节等不同类型、不同主题
的阅读活动、艺术展览活动等，让学
生通过文学作品和艺术表达来反思医
学实践中的人文关怀和情感体验，提
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创造力，使其在
医学实践中能够更好地关注患者的情
感需求并给予患者人文关怀。

（甘慧敏 毕于建）

济宁医学院

积极探索叙事医学实践育人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