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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课程思政建设设计方案 

序号 课程章节与名称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1 2-5 形式美及其法

则 

以根据严格的黄金比例进行后期PS的

人面部扭曲五官为例，提出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让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不能刻板第根据美学指标进行

美学设计。 

2 3-1 医学美  糖丸爷爷一生只做一件事,为我国消

灭脊髓灰质炎作出重要贡献。弘扬了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医务工作者

的行为、心灵、语言及仪表美，就如

同冬日的暖阳，春光里的微风那般令

人心旷神怡。 

3 3-3 医学审美与美

感 

医学审美文化的核心是医学人体美，

与一般人体审美文化比较，不同之处

主要是进行生命美的再创造。当代医

学审美文化是开放的、健康的、和谐

的，它是以自己民族审美文化为基础，

要坚定中华民族优秀审美文化。 

4 4-3  容貌是人体

审美的核心部分 

不少女性为了增强外在美感，试图通

过各种医学技术方法对自身的容貌和

身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容

貌是人体审美的核心，但不可过度追

求。我们既要充实美的内在精神，又

要重视美的外在表现，塑造人性美，

为社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力量。 

5 8-3 审美评价与医

学审美评价标准 

以盲目追求网红脸再到网红脸被抨击

为例，提出医学审美评价的标准是真、

善、美的统一。并对专业学生提出职

业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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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黄金比例

的思考 

导入（加粗）：黄金比例（以下简称“黄金比”）约为： 0.618:1。

由于按此比例设计的造型十分美丽，因此称为黄金比例，也

称为中外比。这个数值的作用不仅仅存在于诸如绘画、雕塑、

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而且在管理、工程设计等方面也有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体也有许多黄金比例，但是，黄金比

例适用于所有人体比例吗？ 

正文（加粗）： 

 

    以上是根据严格的黄金比例进行后期 PS 的图片，可见

人的面部五官十分滑稽而扭曲。这就要求我们医学美容技术

专业同学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刻板第根据美学指标

进行美学设计。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伟大思想武器，而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仅充满矛盾，而且每

一事物的矛盾又各有特点，如不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更无从谈起。只有对客观事物作这样具体的

分析，方能正确认识事物。            （编者：杨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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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糖丸爷爷“的故事 

导入（加粗）：糖丸爷爷一生只做一件事,为我国消灭脊髓

灰质炎作出重要贡献。弘扬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心灵、

语言及仪表美，就如同冬日的暖阳，春光里的微风那般令人

心旷神怡。值得同学们学习。 

正文（加粗）： 

    顾方舟，也许你可能不熟悉他的名字，但你一定吃过他

做的“糖丸”吧！小时候我们每次打完疫苗针都会得到一颗

甜甜的糖，那时候以为这是打针不哭的奖励，这个东西似乎

成了很多人记忆中“最美味”的东西！那时候几乎没有孩子

知道，这颗糖丸也是一种疫苗，而发明这颗糖丸的就是顾爷

爷。他为了证实在孩子身上的疗效，含着眼泪，给自己的孩

子吃了全中国第一批的脊灰疫苗！他不仅牺牲了自己，还牺

牲了孩子，对于一个刚刚做父亲的人来说，这比割肉还要心

疼。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旦在

孩子身上失败，他的孩子面临的就是瘫痪甚至死亡，作为一

个父亲得下多大的决心？糖丸爷爷一生只做一件事,为我国

消灭脊髓灰质炎作出重要贡献。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可以利用两种东西治疗疾病，一是

药物，二是语言。主体感性美正是这样，当我们使用良好的

语言与态度面对求美者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亲切、融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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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避免造成误解和误会。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心灵、语言及

仪表美，就如同冬日的暖阳，春光里的微风那般令人心旷神

怡。在 8 月 19 日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19 年“最美医生”

先进事迹。他们是我国数百万卫生健康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他们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乐于奉献，始终坚守，怀着一颗

医者仁爱之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极不平凡的

事业。这些“最美医生”们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这一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任务。弘扬了“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也是我们医

学美容技术专业同学学习的榜样。 

                                    （编者：杨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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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医学审美教育，坚定审美文化 

导入（加粗）：医学审美文化的核心是医学人体美，与一般

人体审美文化比较，不同之处主要是进行生命美的再创造。

当代医学审美文化是开放的、健康的、和谐的，它是以自己

民族审美文化为基础，要坚定中华民族优秀审美文化。 

正文（加粗）： 

    随着人文医学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医学所创造的健康之

美、生命之美、至善之美和仁爱之美的价值日益凸显。在医

学教育中引入审美教育，是实现医学道德与医学审美统一的

有效途径。当代社会不仅呼唤道德人格，而且呼唤审美人格。

因此，医学院校必须担负起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较强的审

美感受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的使命，使医学审美意识牢牢植

根于医学生的未来医学实践之中，使之在提升医学伦理境界

的同时提升审美境界。 

    医学审美文化的核心是医学人体美，与一般人体审美文

化比较，不同之处主要是进行生命美的再创造。医学审美文

化必须依托于医学科学实践，担负着维护和塑造人体健康的

使命，这是科学审美文化的组成部分。纵观医学审美文化变

迁,医学审美文化总是与当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

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时代在变,审美文化的标准在变，

人们的审美视觉也在变。 

    当代医学审美文化是开放的、健康的、和谐的，它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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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民族审美文化为基础，吸收其他民族的审美文化精华，

通过吸收。筛选、调谐等过程，与一定的价值、习惯、知识

信仰、习俗等文化形式进行融合，丰富了医学审美的内容。

医学审美其主体是人，能借助文化的重陶参与医学艺术文化

美，增强人们的健康素质；借助文化心理的作用，去参与医

学社会文化美的完成；借助文化全息的特点，创造有益生理、

心理和社会完善的大生态环境美。医学审美文化具有跨时

代、跨民族、跨地域的特性，它能对现实医学科学审美文化

和目标进行一定的超越，并预示医学审美文化的未来前景，

它强调审美主体情感体验的非功利性，充分展示人类至真至

纯的高尚、完美和领悟，能从生命本质上把握医学审美的规

律，充分体现医学审美的奉献，体验到生命潜能升华的快感，

把主体审美追求与医学审美活动融为一体，并以解除疾病、

延长寿命、恢复健康、完善人格等作为人生的追求，激发人

的全面发展，最终依靠理性的科学思维，去把握生命美，再

创美好的明天。 

                                   （编者：李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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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理性追求外在美，努力塑造人性美 

导入（加粗）：不少女性为了增强外在美感，试图通过各种

医学技术方法对自身的容貌和身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与

再塑，容貌是人体审美的核心，但不可过度追求。我们既要

充实美的内在精神，又要重视美的外在表现，塑造人性美，

为社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文（加粗）： 

    随着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提升，对美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少女性为了增强外在美感，试图通过

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医学技术方法对自身的容貌

和身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如隆胸整形、吸脂整形、

眼眉整形、颧骨整形、鼻部整形、颌面整形、口唇整形等。

为了达到美的目的，人们愿意尝试各种方法，甚至不惜身陷

“整形贷”的漩涡也要改善外在形象，但是整形美容的科学

性、技术性与艺术性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反其道而行之。 

    整形美容手术效果如何，取决于医生的经验技术（坚实

的基础医学知识、高超的外科技术和较高的美学修养）和病

人自身条件。整形美容手术不是万能的，不能对美容手术寄

予过高期望。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手术过程存在的诸多风险，

理性对待，如注射肉毒杆菌容易导致面部僵硬，抽脂手术会

导致脂肪栓塞，眼袋手术可能出现眼睑外翻，手术可能出现

出血、感染、疤痕增生、术后外形不理想或不对称、甚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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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肌肉损伤等，一旦手术失败或出现并发症，有可能毁坏原

本的容貌美，给这些爱美者造成长期的痛苦。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的美分为仪表美（外在美）、

心灵美（内在美）和气质美（综合美）。仪容、仪表是人的

装饰美、外在美，既供他人欣赏，又可自我欣赏。只有装饰

美、行为美、品质（心灵）美三者完满结合时，才构成人的

整体美。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文化底蕴影响着我们

的外表、气质，外在美容易被人发现，也易被人遗忘。人的

内在精神世界的美是人的思想、品德、情操、性格等心理文

化素质的具体体现，属于人的精神领域的具有非直观性、含

蓄性的观念形态，内在美具有高度的伦理意义和珍贵的社会

价值，其本质是善。我们既要充实美的内在精神，又要重视

美的外在表现，塑造人性美，为社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力

量。 

                                    （编者：施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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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网红脸越来越“不红”，坚持真、

善、美的统一 

导入（加粗）：网红脸刚刚问世，大家都觉得很美，之后千

千万万求美者不断追捧，不加思索地去效仿，最后出现了许

多负面的评价。医学审美评价的标准是真、善、美的统一。

符合“真、善、美”的事物才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正文（加粗）： 

    医学审美评价的标准是真、善、美的统一。真：符合医

学科学发展规律，比如现代的医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体现

为科学的“求真”。善：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比如医护人员

“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体现为伦理的“善举”美：

符合医学美学规律，有利于医学中美的认识、创造和欣赏，

体现为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 

    网红脸刚刚问世，大家都觉得很美，之后千千万万求美

者不断追捧，不加思索地去效仿，最后出现了许多负面的评

价。 

    作为医学生的我们，就要去思考在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是什么？有人说是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有人说是经过整形

后的脸不自然；还有人说这是对人体器官的侵入性损害；但

是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的是咨询师或外科医师职业道德

的缺失。因此，针对职业道德提出三个不能：1.不能损害求

美者原本健康的生理组织功能。看我们这张图片，打卧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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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超越了组织原本功能了。2.不能基于当下流行，而不考虑

长远的容貌修复。在上世纪，纹眉也曾风靡一时，当时的色

料还不够先进，染上去后很难去除。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

了半永久纹眉技术，当下的眉形不流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

它去除。同样，在位求美者推荐其他项目的时候，我们也要

考虑可修复性。3. 不能破坏求美者原本的正常神态表情。

左边是这位明星原本的照片，笑起来表情自然。然而在过度

的注射之后，可以看到表情失去了原本的自然。符合“真、

善、美”的事物才是值得我们称赞的。比如代表着医学科学

发展的先进性，比如体现医护人员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医疗活

动，比如这个医疗的结果符合医学美学中美的欣赏、美的创

造。 

                                     （编者：吴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