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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调查显示椇对医学生进行医德教育的实际教育效果并不理想棳暴露了现有医德教育模式存在的一

些弊端暎为此棳必须对医学生进行持续系统的医德教育棳构建全学程医德教育模式暎构建全学程医德教育模式棳
要根据医德教育的总体目标棳从全学程着眼进行整体谋划棳做好顶层设计棳同时棳还要明确阶段性的目标棳进行阶

段性谋划棳根据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棳选择适当的医德教育内容暍教育形式暍教育方法棳进行好与之相应的

教育实践活动棳制定好相关的监管制度棳开展有针对性暍有实效性的教育棳以期达到最佳效果暎
关键词暋医学生椈全学程椈医德椈医德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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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目前棳我国医疗事故暍医疗纠纷多发频发棳医患

矛盾突出棳医患关系紧张棳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棳医德

医风广受诟病棳进而暴露出医德教育的一些问题棳
使医德教育模式的有效性广受质疑暎为此棳需要改

革和创新医德教育模式棳特别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棳
构建全学程医德教育模式棳让医学生在全学程都能

持续而有效地接受系统的医德养成教育暎
棻暋现有医德教育模式的弊端

棻棶棻暋内容上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在内容上棳学生普遍感到其缺乏系统性棳支离

破碎棳形不成体系棳缺乏针对性棳好像只是空洞的说

教和过高的要求棳并且与现实有冲突棳让人觉得枯

燥无味暍无所适从棳从而产生抵触情绪暎
棻棶棽暋形式上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

在形式上棳学生大多数感到其缺乏多样性和灵

活性棳主要是封闭式课堂教学棳一种他律型形式棳一
种灌输的方法棳其间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棳难以引

起情感共鸣和心灵触动棳更难有道德判断暍道德选

择暍道德行为等能力的提高棳阻碍医德观念暟内化于

心暠棳更难以暟外化于行暠暎
棻棶棾暋时间上缺乏持续性和全程性

在教育时间上棳学生大都感到其缺乏持续性和

全程性棳其主要集中在大一暍大二医德教育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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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期间棳但是这些课程学时大都不多棳课程结束

了也就意味着医德教育结束了棳特别是进入见习暍
实习阶段后棳往往更加重视医疗技术和操作技能的

培养和提高棳而忽视了医德教育棳从而出现医德教

育不连续和难以贯穿全学程暎
棻棶棿暋规划上缺乏整体性和合理性

在规划上棳相当部分学生感到其缺乏整体性和

合理性棳缺乏顶层设计棳对全学程的教育内容暍教育

形式暍教育时间分配暍教育实践暍教育评价等教育各

环节各方面没有整体规划和系统安排棳特别是具体

到医学专业课和其它课程怎么渗透棳什么时间渗

透棳渗透什么没有规划棳也缺乏具体而有效的阶段

性规划棳平时一些教育实践活动也都安排得很随

意棳缺乏合理性暎
棻棶暋监管上缺乏制度性和规范性

在监管上棳学生大都感到其缺乏制度性和规范

性棳监管不力棳对于医德教育过程中的施教者的教

和学生的学缺乏有效监管棳特别是没有形成有效的

监管机制棳缺乏制度性和规范性棳从而使教学双方

极有可能产生应付和懈怠心理棳导致医德教育流于

形式暎
棽暋构建全学程医德教育模式的思考

棽棶棻暋构建基础医学理论学习阶段的医德教育模式

这一阶段包括第棻学年和第棽学年的第棻学

期暎这一阶段学生刚踏进高等医学院校的门槛棳其
学习生活处于调适期棳对一切感到新奇而又茫然棳
憧憬着未来暎此时棳要充分利用入学教育这一大学

阶段的启蒙课堂进行医德教育启蒙棳对学生的思想

和生活进行规划和引导暎这阶段的医德教育目标

应该是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和纪律观念棳进行行为

规范和品德养成教育棳还要让学生牢固树立医学专

业思想棳为系统医德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暎
为实现这一目标棳其间除了按计划开设思想政

治理论课暍医学人文课程暍法律基础课等课程外棳要
引导学生认真学习领会暥大学生守则暦暍暥高等学校

校园管理秩序若干规定暦暍校规校纪等棳树立规则意

识和法制观念棳学会用法纪和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

行为棳学会处理与集体和他人的关系椈要对学生进

行暥医学生誓言暦教育棳逐一解读暥医学生誓言暦的内

容棳用真实案例阐述其精神要领棳组织他们进行庄

严宣誓棳进行医学生誓言手语比赛等活动棳让学生

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棳理解其深刻内涵棳明白医者

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棳并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

任感椈还要进行医学专业思想教育棳可以通过邀请

优秀校友暍知名医家等给学生作报告暍举行师生见

面会等形式棳让学生了解医学暍喜欢医学并逐渐深

深地爱上医学椲棻椵暎
美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在大学的第棻年就被安

排到医院里与病人沟通交流椲棽椵暎我们可以借鉴美

国的做法棳让学生在一年级就进行医学实践活动棳
可以把它列入教学计划棳当作一门课程来进行棳同
时要制定严格的监管和考核程序和制度暎可以通

过组织学生到社区进行群众健康状况调查暍为群众

建立健康档案暍向群众宣传医疗保健知识暍向行动

不便的群众提供生活护理和医疗服务或到附近社

区医院去见习等暎
棽棶棽暋构建临床医学理论学习阶段的医德教育模式

这一阶段包括第二学年的第棽学期暍第棾学年

和第棿学年棳这是进行医德教育的关键期暎这一阶

段学生逐步适应了大学生活棳生理暍心理日渐成熟棳
自理能力增强暎这一阶段棳医德教育的目标是让学

生掌握系统的医德理论知识棳结合实践教育棳体悟

医德精髓棳进而提升医学道德认知和行为能力暎
为了实现此目标棳除了通过医学伦理学等课程

教学让学生系统掌握社会主义医德理论知识外棳同
时棳还要始终重视通过临床医学理论教学棳有计划

有目的地结合医疗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进行相关医

德理论的渗透棳讲明各种具体医疗活动的行为规

范棳解释清楚医德和医技的关系棳让学生体验和感

知临床医德的特点棳思考未来临床任务中可能会出

现的医德问题棳培养医院意识棳尽快融入医生角色暎
还要继续根据相关医德理论教育内容组织学

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棳让他们走出校门暍接触社会暍
理论联系实践棳组织他们就医德医风问题进行调

研棳研究社会上出现的典型医德问题案例棳鼓励他

们在课余时间及节假日深入到医院进行见习棳组织

学生和医院专家一起进行义诊棳深入农村社区服务

病人等棳引导他们学会换位思考棳站在病人的角度

审视医生的思想行为棳在实践中感受和体会高尚医

德精神棳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棳升华品质暎
棽棶棾暋构建实习阶段的医德教育模式

这一阶段是指第 学年棳一般医学院校都安排

在第 学年进行为期棻年的毕业实习暎这一阶段

是对学生进行医德教育暍医德训练的重要阶段棳是
他们运用所学医学暍医德理论知识于实践的重要阶

段棳也往往是学生思想 不稳定棳容易产生剧烈冲

突的阶段暎这一阶段学生是以一名准医生的身份

椃椂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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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参与临床诊断和治疗工作棳他们和医院暍社会

紧密联系暎此时棳医德教育的目标是椇进一步巩固

学生的医德认知棳并通过临床实习将医德认知转化

为医德行为进而形成医德习惯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棳学校和实习医院应通力合

作棳要把医德教育纳入实习计划暎具体可以采取以

下形式和办法椇棻棭可以就实习过程中实际遇到的两

难医德选择和伦理困惑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充分讨

论或利用网络论坛暍微信等形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

的真实看法和内心感受棳增强学生医德伦理问题的

判别力暍选择力和自我教育能力暎针对学生的讨论

情况和具体表现棳专业伦理教师应给予正确指导棳
依据事先制定的科学考评标准并以学分制进行评

价棳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椲棽椵暎棽棭选
择经验丰富暍医技高超和医德高尚的带教教师棳及
时利用临床现实案例进行言传身教棳让学生亲身体

验医术的高低和医德的优劣带给病人的不同影响棳
在对比中让他们内心受触动棳从中深深感受到高尚

医德对一名医者的极其重要性暎棾棭学校应精选人

员专门负责实习生的医德教育工作棳要求他们要经

常到诊室暍病房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棳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暎
培养德艺双馨的医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棳

这就要求在医学生在校阶段也是医德形成的关键

阶段做好医德教育工作棳创新教育模式棳对医学生

进行全学程医德教育棳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

需要的暟仁医暠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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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棿灢棸椄灢棻 棭

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
棬上接第棾椂 页棭医德精神升华为奋发向上的实际

行动暎同时棳在创新是当今时代本质特征的前提

下棳要重点引导他们形成自立自强意识暍竞争合作

意识暍民主法治意识以及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棳来
促进我国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椲椵暎
棾棶棿暋牢固价值依托棳提升医德修养

暟八荣八耻暠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依托棳它不但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道德目标棳而且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民

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棳这也为当代医学生提升医

德修养暍锤炼医德品质提供了价值依托暎首先棳医
学院校要帮助医学生多渠道投入医学实践活动棳通
过暟三下乡暠服务暍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暍志愿服务等

形式投身于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的实践中去棳实
践证明这是提升医德修养的有效途径之一暎其次棳
医学院校要通过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暍采取多种医

学生易于接受暍乐于接受的形式棳对他们进行暟八荣

八耻暠教育棳引导他们修养暍立志暍博学暍奉献和正确

处理义利关系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暍道德观暍发展

观棳培养爱岗敬业暍以人为本暍开拓进取暍精益求精暍
乐于奉献的医德品质暎
棿暋结语

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融入医德教育中棳加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

指导的力度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融入医

德教育的方方面面暎在此基础上棳帮助医学生树立

崇高的医德理想暍明确医德追求暍继承医德传统暍锤
炼医德品质和提升医德修养已成为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融入医德教育的题中之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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