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治疗技术思政课程总结
《放射治疗技术》是我校三年制高职医学影像技术及放射治疗技术专业的

必修课程，开设学期在大二下或上学期。由张涛主编，第 4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的《放射治疗技术》。本门课程属于理论+实践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理

论课程讲解和实践操作部分。放射治疗技术（ radiation  technology）是放射肿

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放射物理学和放射生物学知识为基础，借助于放射线

的电离辐射作用进行研究和探讨对恶性肿瘤进行治疗的一门学科，是肿瘤学与

放射学交叉结合而产生的一门临床学科。实践重点内容是，放疗技师如何运用

放疗设备及辅助装置实施照射。配合放射肿瘤医生及物理师一起，设计合理的

放射治疗方案并实施精确的放射治疗。包括：体位固定、模拟定位、治疗计划

验证、治疗计划实施，以及对患者的宣传教育和心理干预等。放射治疗技术是

在实施放射治疗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放射治疗技术是否合理，实施过程是否准

确直接会影响放射治疗效果。

1895 年，伦琴发现 X 线标志着放射诊断、放射治疗两个学科的诞生。1899

年开始使用射线治疗癌症以来，放射治疗技术一直随着放射治疗设备、影像设

备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放射治疗以逐步进入到精确放射治疗的新时代，

形成了完整的治疗系统。不但治疗定位、计划、摆位、照射更加精确，医护人

员的防护也更加完善。这种精确地放射治疗技术被认为是 21 世纪肿瘤治疗的核

心治疗手段。本门课程的思政改革具体到理论及实践课程中，结合教材内容融

入思政相关内涵，将课程教学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严谨细致工作态度、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职业道德巧妙结合及爱国主义相结合

进而做到教书育人齐头并进。根据本课程的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主要提炼出

了以下三个思政聚焦点:

一、爱国奋斗精神、求真务实的工匠精神；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

我们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工匠精神，可以说中国的工匠精神是中国精神

文明的积累。正如习近平所说：“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当今社会发挥工匠精神，除了要

具有技艺高超的职业技能之外，还要具备精益求精、兢兢业业的职业精神，要

具备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以及具备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的职业奉

献精神。高职院校大学生应该具有的工匠精神应该是与时代发展相融合，符合

新时代经济建设、改革与创新的工匠精神，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应该应当具有



的是求真务实、精益求真、推陈出新、积极乐观、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在讲

解放射治疗历史中，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科学家，她无私奉献、精益求精，将发

现的放射性钋（polonium）用祖国对其命名，纪念她的祖国 。从放射性核素引

入人工核素的概念，阐述人工核素主要用于医学和军事，我国核工程中，“两

弹一星”精神，让国人折服。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两弹一星”元

勋,率领广大科研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奋斗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植人了他

们的骨髓。“我愿以身许国”,这是誓言,也是“两弹一星”元勋的共同心声!在

今后的放射事业中，我们必须刻苦学习，不怕困难，爱国爱党，为社会主义事

业奉献自己有价值的一生。就是一心为他人、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为民

族作贡献的一群人。这群人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也不是为了家庭的名利，而

是为了有益于他这就是课程思政与实际教学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二、严谨细致工作态度：对待医学，我不仅要做到尊重，还要做到严谨与

细致，这样才是对患者最大的负责。这点我们要向居里夫人学习，居里夫人在

研究放射性时没有专业的实验室，她的实验室是大部分研究巴黎高等物理化工

学院校园旁的一个棚屋改装而成的。这个棚屋以前是一所医学院的解剖室，通

风差，常漏水。他们当时不了解放射性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因而没有采取防护

措施。学校没有资助她的研究，她只得靠冶金和矿业公司、各类组织和政府的

补贴维持研究的进行，但她没有抱怨别人，没有等、靠、要，而是自己去创造

科研的条件，自己一步步走向成功。她通过严谨细致研究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

位素的技术，以及发现两种新元素钋（Po）和镭（Ra）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放射治疗技术主要从事良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工作，就是应用放射线对恶

性肿瘤进行治疗，大约 70%的癌症患者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需要用放射治疗，

约有 40%的癌症可以用放疗根治，放射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

出，已成为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放射治疗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运用

各种精确手段，对肿瘤区域实行间断性放射治疗，研究显示人为因素导致的放

射位置的移动约占整个放射治疗的 50%，所以放射工作人员严谨细致的工作态

度就是对患者最好的关怀。

三、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救的职业道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曾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弘扬“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

别是在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时。美国健康心理学家库伯勒

罗斯 1969年提出把癌症终末期病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否认期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会否认晚期癌症的事实，甚至认为医生诊断错误）、愤

怒期（看到事实无法改变时，就会由否认转为情绪愤怒）、协议期（求生的欲

http://www.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5%8C%BB%E5%AD%A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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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hospital.com/w/%E6%94%BE%E5%B0%84%E6%80%A7%E5%90%8C%E4%BD%8D%E7%B4%A0


望增强，甚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治疗）、绝望期（接受自己的疾病或死亡的时

期）。癌症的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患者心理是非常复杂

的，内心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医务工作者被病人、家属信任，是他们力量的

源泉、精神的支柱，所以，心理上的安抚也是相当重要的，在医疗过程中，多

沟通、交流、关心，让患者身体心理上都有放松。医者仁心：现今社会多元文

化相互碰撞，多种价值观念并存，这对医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一定冲击。

医学生要在错综复杂的思潮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要引导医学生形成良好

的道医德品质与修养，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与信念并内化到自身价值观体系中。

此外医患沟通也是医疗综合服务实践的重要环节，学生要加强沟通意识与沟通

技能，尊重患者身心感受，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

放射治疗技术课程以实践为主的课程，而其中理论知识比较抽象，学生学

习理解难，通过具体的案例，事迹的讲解，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

无私奉献、勇于探索和热爱祖国的精神。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发扬这类精神，

更好更高的服务社会，回馈社会。

诸如此类的课堂教学实例还较多，在此不再赘述。总之都是尽量把课程思

政的内容融入到放射治疗课程讲解分析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根据

以上内容，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采用自主学习法、讲授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

等多种教学方法的结合。课前给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探

究: 课中采用讲授法、讨论法和读书指导法相结合，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内

涵，达到育人育德的教学目标;课后布置相关作业，让学生写读后感，积极引导

学生。

该课程秉承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中以医学专业育人元素为基础，

将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有机统一，潜移默化地融入课程思政要素，不但重视学

生对放射治疗技术理论及实践的掌握，并且注重培养学生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

严谨细致工作态度，以及医者仁心对生命敬畏之心。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价值引

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有机副合。每门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首要

问题，是从课程内容和知识点本身出发挖掘思政元素，并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

将价值传递内化在知识中，将价值引导体现在议题中，将价值判断观测在能力

中。“放射治疗技术”将知识点、育人点和课程思政点有机融合在一起， 在教

育教学中实现工匠精神、家国情怀、严谨细致工作态度、医者仁心对生命敬畏

之心的思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