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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巨大挑战，教师在教学中有的内容讲得多，有的

内容讲得少，缺乏体系和吸引力、且针对性不足。除此

之外，由于网络信息多而杂，且更新速度快，这不利于

对国情民情进行深入了解，导致学生对国情民情的认识

碎片化，理解不够全面。

提升边疆医学生国情民情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

“课堂教学能够较为直接地向大学生传递知识、传

达情感，传授思想，是大学生系统学习我国国情基础内

容的重要途径。” [3]因此，在边疆医学生的国情民情教

育中，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在课堂教学

中既要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又要做好其他课程中的国

情民情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要加强研修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和

教学技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关键作用，

做好国情民情知识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深度融合，在

了解学生特点、熟悉掌握国情民情的基础上，发挥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系统性、广泛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优化教学方法，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引导学生认识到思

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重要性，进而加深对国情民情的认

识。在其他课程教学中，要探索课程知识与国情民情相

关知识的融合，找到融合的重点，突出国情民情内容的

实效性“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专业领域的热点，善

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4]从而在了解本专

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了解更多的国情民意。

（二）在校园活动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情民情教育

活动

校园活动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大学生课堂学习以外的

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涵盖学生生活、学习等各方面的特

征。”[5]要充分运用校园活动的教育功能，开展形式多样

的国情民情教育活动。一是根据国情民情教育的情况，

结合重大时事，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

座，对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讲解，回答学生的疑惑。二是

根据国情民情相关内容，以重大节日为契机，组织策划

歌唱祖国的歌咏比赛、国情民情知识竞赛、短视频拍摄

制作等相关活动。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国情民情教

育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

才干、奉献社会，锻炼能力，培养品质，增强社会责任

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6]因此，要根据时事的变化

和学生的专业特点，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考察、

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加强指导，

严格监督，对活动进行总结，并给予表彰，增加学生学

习国情民情知识的兴趣，将国情民情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三）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教育优势

新 时 代 的 边 疆 医 学 生 出 生 在 一 个 互 联 网 快 速 发 展

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网络科技伴随其成长，网络已成为

医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要充分运用网络信

息的教育优势，进行国情民情教育。一是可以建设网络

平台，如建国情民情教育主题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

视频号等，组织教师进行国情民情相关信息的采集、编

辑、发布、更新，对学生关注的国情民情热点问题进行

解析和正确引导。二是可以利用相关网络教学软件，根

据教学内容，发布国情民情相关的视频、文章资料，让

学生更好地把握国情民情相关知识。三是教师在网络教

学软件中，通过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国情民情相关问题

的探讨，答疑解惑，增强教学互动性，增加学生的学习

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深化其对国情民情的

理解。

总 之 ， 新 时 代 边 疆 医 学 生 是 国 家 重 要 的 医 学 人 才

储备资源，承载着边疆地区医学事业发展的未来。对新

时代边疆医学生进行国情民情教育，是提高边疆医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国情

民情教育中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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