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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医精神是红色医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素材。在高
校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将红医精神融入，让红医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校医学生中焕发“别样
红”和“格外红”，是一种非常有益且有意义的探索，契合新时代医学生的职业发展实际，符
合时代和人民对医学生的期望。本文从红医精神的内涵着手，通过分析红医精神融入医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从理论学习、社会实践、讲好故事三个方面提出融入的探索，认为高校应
充分将红医精神融入到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员全程全方位，丰富思政教育内容，鼓励
学生传承发扬红医精神，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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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医精神发端于革命时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医疗

精神。其中红医是“红色医生”或“红色医疗”的简称，是

广大医务工作者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工作作风和医疗

技术等多维度的思想体系，是党和革命先烈领导、创建、发

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革命精神。其带着

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红色血脉，对医务工作者的思想政治、

医德医术均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因而在高校医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中将红医精神融入，让红医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校

医学生中焕发“别样红”和“格外红”，是一种非常有益且

有意义的探索，契合新时代医学生的职业发展实际，符合时

代和人民对医学生的期望。

1红医精神的内涵

1.1基本内涵

筚路蓝缕创伟业，栉风沐雨砥砺行。中国共产党历经伟

大革命，通过伟大斗争，建立了新中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现伟大飞跃。伟大革命造就伟大精神，红医精神就

是其中之一，是医疗领域的中国版“希波克拉底誓言”。革

命战争年代，在红医精神的影响和号召下，一批批优秀的医

务工作者涌现在祖国大地，投身革命事业，把生死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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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最坚实的医疗保

障。1932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

军医学校创办于江西瑞金。这所学校以“培养政治坚定、技

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为目标使命和办学方针，进行医护人员

的培养教育。这是“红医”一词第一次正式提出。开学典礼

上，朱德同志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1941

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的题词——“救死扶

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也是红医精神的内涵。毛泽

东同志强调，医务工作者一刻也不能脱离政治，要“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朱德同志指出“我

们的红色军医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

要满怀阶级感情。”

1.2时代内涵

红医精神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兴于和平发展年代，经过

一代代医务工作者的传承和发扬得到广泛传播。学习红医精

神，其实质就是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实现初

心和使命的奋斗史，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健

康发展。如今，新时代赋予了红医精神新的、更加丰富的内

涵，蕴含着“大医精诚”“医者仁心”“为人民服务”等多

方面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高校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融

入、贯彻红医精神，不仅是传承红色思想、红色基因，更是

在医德、医术、医学人文等层面发挥支持和引领的作用，具

有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双重属性。

1.3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中，有很多杰出的医学仁人

志士，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振兴，毅然决然投身到革命事

业当中，甚至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医师白求恩，不远万里从加

拿大来到中国，投身到中国抗日战争当中，最后不幸以身殉

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中，有好几位就是军医出

身，游胜华将军是其中一位。他首倡卫生竞赛，把生的希望

留给战友，白求恩的好助手，被白求恩称为“我最满意的外

科医生”，胜华自参加革命起就一直奋战在医疗战线上，为

共和国医疗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

位中国的开国将军傅连暲，在军中被誉为“红色华佗”，人

称“医疗将军”，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医院

——中央红色医院，他用精湛的医术，为无数的战士解除了

伤病的痛苦，诠释了真正的红医精神；贺诚将军的一生，同

样是为革命和卫生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是我军卫生事业的领

导者和奠基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人民的卫生事业。贺

诚将军“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

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精神同样是红

医精神的精神实质。

2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2.1有利于坚定医学生的思想政治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风云变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

深入推进，一些国外的新思想、新理念也涌入了我国。面对

各种良莠不齐的外来思想冲击、文化入侵以及大肆宣扬的不

同政治主张，处于思想政治确立成型关键期的高校学子易于

遭受腐蚀，导致部分学子思想滑坡，信仰丢失，理想迷失，

价值标准混乱，而政治坚定是红医精神的思想灵魂。红医精

神不仅诠释了革命时期广大医务人员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更是体现了医务人员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信仰。在思想政治教

育中融入红医精神，有利于新时代高校医学生树立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政治观，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立场、方向、道路，

增强其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

2.2有益于提高医学生的医德医术

红医精神是医务工作者出色的医德医术的生动诠释和

高度凝练。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

专业技能的优秀医生是新时代下我国医学教育的使命和目

标，这与红医精神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提出

的高要求一脉相承。红医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优良的道德资

源，包括革命道德和职业道德。通过把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深入开展医学生医德教育，从而培养和提高医学生

的仁爱之心和医德修养。红医精神正是医德教育的重要素

材，医学生可以从红医精神的典型案例中了解中国共产党

史，做到鉴古知今，以史明鉴。培养医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

努力学习医学知识，弘扬红医精神，不仅让医学生更加热爱

医学专业，更有利于激发医学生的努力学习医学知识和技能

的热情与兴趣。

2.3有助于明确医学生的初心使命

通过对红医精神的了解可以看出，革命年代培养红色医

生的目的，与新时代高校医学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高度

契合。红医精神展现了医务工作者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以及

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无数医务工作者为了人民的健康奉献

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

平发展的年代，医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未曾改变、不曾动摇。

过去，红医精神强调为红军服务。新时代，为人民服务成为

红医精神的题中之义。当代高校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

大力弘扬红医精神，明确其身上肩负的神圣使命，坚定从医

初心，提高责任意识。时刻用红医精神来激励学子，努力学

习医学专业知识，提高自身医德修养。努力成为一名有责任

有担当的医学人才，坚决践行医学生誓言，为祖国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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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红医精神的精神内涵与核心要义，正是新时代高校医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红医精神是新时代高校医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素材，可以在培养医学生崇高的政治理

想、高尚的医德品质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等多方面都可以发挥

积极作用。

3.1将红医精神融入理论学习之中

高校是医学生接受教育的主阵地，理论学习是医学生接

受教育的关键点。

一方面，要将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利用党

支部、团支部开展红医精神主题活动，增强医学生宗旨意识、

角色意识、身份意识、形象意识和行为意识，加强其党性修

养。要不断加强、改进和创新理论学习，使之有效化、常态

化、机制化，打造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新模式，开设红医精神

相关辅助课程。提高医学生的政治意识，让医学生在国家和

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冲锋在前，挺膺担当。另一方

面，要将红医精神融入专业知识学习，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优

势，将红医精神融入到医学专业知识教学当中。红医精神是

开展医学生课程思政的宝贵素材。将红医精神与理论学习相

融合，可以提高医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理

论学习的过程中发挥红医精神的教育影响力。勉励医学生珍

惜当下，在和平年代红医精神愈显难能可贵，要做传承和发

扬红医精神的新青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不断提高专业技

能，努力成为新时代医疗卫生事业的优秀接班人。

3.2将红医精神融入社会实践之中

新时代下高校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除了理论学习，更

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实践中将红医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开展红医

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可以开展志愿服务，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进行义诊、健康宣教、扶贫助困等活动，在这个过程中

体恤民情、磨炼品性，锻炼技能；可以走访慰问红色医生、

模范医生，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起到模范引领作用；可以

开展见习实习，充分发挥医学生的专业特长，带领医学生到

社区医疗机构增长才干，学真本领，懂医患沟通。在社会实

践中，让医学生学会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够将所学的理

论知识正确的指导实践。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

动，红医精神的内涵在高校医学生火热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

的感悟和升华，让广大医学生明确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

时刻准备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贡献。

3.3讲好新时代红医故事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年代，红医精神永垂不朽。

新时代下，要以富有时代感的方式讲好红医故事，充分

利用红色资源，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发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围绕激发医学生爱国、爱党、爱校情怀，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红医颂”主题征文等红

医精神主题活动。以弘扬红医精神为主题，在校园开展传承

红色基因系列教育，开办红医精神主题论坛，组建红医精神

宣讲团。开展“新时代红医青年”活动，通过学习身边的榜

样，找寻前行的力量，弘扬校园红医文化。将红医故事结合

校史校情，设立红医精神宣传栏、主题馆，探索具有时代特

色的红色基因传承新路。利用好红色教育基地，让医学生身

临其境了革命时期医务工作者为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英雄事迹，进行醍醐灌顶式的思想政治洗礼。医学生

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技能，更要有高尚的医德修养、坚定的

政治立场，在祖国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应该发扬

红医精神，主动投身到国家的健康事业当中。增强学生传承

红医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除人民之病痛奋斗终生。

4小结

总而言之，红医精神是红色医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素材。红医精神形成、发展的

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实现初心和

使命的奋斗史。传承红医精神，其实质就是传承中国共产党

的先进文化。高校是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是保证高校培养人才、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目标的

重要内容，也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抓手。高校应充分

将红医精神融入到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员全程全

方位，丰富思政教育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提高自身专业技能，传承

发扬红医精神，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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