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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培养视野下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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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医学人文教育在临床医学专业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总结我校医学人文教育经验。临
床医学生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培养同等重要。医学人文素质的教育需要循序渐进，医学人文素质的养成更需要

不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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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需要医学与人文的完美
结合，培养医学专业知识强、业务技能精、人文素养

高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医学人文教育是临床医学

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医学专业教育与人文教

育的有效融合，才能实现完整的医学教育，培养德

医双馨的临床医学生。

高等教育新形势要求对医学人才的培养要从

以医学技术为核心的传统医学教育转移到综合全

面发展的现代教育轨道上，培养合格的高素质人

才［１］。《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生应具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学

科基础知识并掌握科学方法，且能用于指导未来的

学习和医学实践［２］。在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方案中

除专业课外，还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卫生

法学、卫生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

类课程，设置这些课程是医学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

内容。如何将医学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有机

融合，一直是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关注的热点，近年

来，我校做了一些探索。

１　基于人文教育精髓，结合孔孟文化，加强医学生
人文素质教育

基于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文教育的精髓，也是医学人

文教育的基础。人文素质所体现的知、情、意、能，

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公民个人层

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要求，是做一个好

医生的人格基础。

我国高等教育的临床医学专业是按理科标准

招生，中学期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礼仪、道德规

范等人文基础素质教育培养不系统，特别是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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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和尊重理念的缺失；而大学传统的医学课程设

置以自然科学为主，侧重专业培养，对人文社会科

学课程重视不够。部分医学生存在着学习目的不

明、动力不足、功利主义、考试作弊、不尊重和珍惜

生命、为人冷漠、缺少对他人的关心关爱等问题，均

与人文素质教育欠缺有关。我校地处孔孟之乡，受

孔孟文化熏染，长期与孔子研究院等联合开展中华

文化研习等，用孔孟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和引导学生，起到了很好的人文教育作用。

２　设置特色人文课程，使医学人文素质成为医学
生必备基本素质

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需要长期的学习和感悟，

人文理念的建立、职业精神的塑造和综合素质的提

高则有赖于文化、环境的熏陶，长期、积极的生活积

累和行为养成。我们在培养方案中认真挑选设置

人文课程，同时要求专业课教师讲授时注意结合实

际，帮助学生学习和感悟医学人文的作用。

医学人才需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基础，随着人才

选拔科学化不断深入，人文素质的基础已成为未来

医生的一条重要参考标准，在临床医学专业招生

时，应注重在新生中考察人文素质基础和道德观、

价值观，有针对性地开展医学人文教育。国内许多

院校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我校开设爱心教育课、

大爱讲堂、仁爱课堂等，在组建“圣地卓越医师班”

时，也增加了对学生人文、心理的测试，取得了一定

成效。

３　采取多种方式使得医学人文培养成为临床医学
生的必修课

“医乃仁术”是先贤对医学内涵的精辟总结，

善心、仁心、爱心是从事医务工作基本素质要求。

现代医学人文精神依然是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精

神，是医学的灵魂。医学人才需要自然科学、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培养，通过全面学习和训

练，成为其内在的主观意识和行动自觉，这种意识

和自觉需要深厚的人文底蕴做基础。

医生职业精神处处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素质，有

同情心和同理心，有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使命感和

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医学生不仅精通医学专业知

识、理论和技能，更应具备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

医学人文是医学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缺少医学人

文的医学教育，不是完整的医学教育。我校在临床

医学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开设临床医学导论、医学

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卫生法学、医患沟通

学等人文课程，并不断修订完善，开设“大爱讲堂”

“校友论坛”，形成医学人文教育体系，坚持“三下

乡”服务实践等活动，使临床医学生不断接受广

泛、深厚的人文知识、社会科学、传统文化和大学精

神的熏陶，培养人文素养。

４　参与临床实践，突出医学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矛盾日益突出，究其原

因，医患双方人文关怀理念和行为落后于医疗技术

的发展，是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如医生只重视躯

体症状，忽视患者的精神、心理需求；见“病”不见

“人”（只注重诊治疾病，缺少针对患者心理、行为

因素的关注、了解和关爱）；繁忙的临床工作，也使

许多医师“惜语”，缺少耐心、细致、必要的解释和

安慰；医患沟通不畅，患者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和指

导，面对一沓似懂非懂的检查单、报告单等，极易造

成患者片面理解，情绪不稳定（甚至愤怒），对医生

不信任，乃至一件小事亦可诱发严重的医疗纠纷。

而医院和医务人员多认为自己为了患者辛苦工作，

虽不能保证笑脸相迎，但从无恶语相向，为何得不

到患者认同，感到十分委屈。

医生人文素养应当高于或至少等于患者人文

素养，这样才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医生高

素养是形成良好医患关系之要［３］。医生要适应医

学模式转变，要针对生物、心理、社会不同情况为患

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在追求医疗技术进步

的同时，应注意在医疗过程中体会患者的疾苦，为

患者提供精神的、文化的、情感的人文关怀，这对改

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极为重要。

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医患共同与疾病做斗争，

医生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医患关系融洽，医患互相

理解的场景比比皆是，医务人员良好的人文素质为

医学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也提示了医学人文教

育和人文素质培养是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帮助医

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临床工作中医患关系，坚持患

者利益第一，维护生命与健康的神圣性，是医学教

育的重要任务。我们根据临床医学专业特点，重视

医学生基本职业素质的培养，从新生入校开始，坚

持“五年一贯”的临床实践，在毕业生临床技能考

核中，增加沟通环节和人文素质环节的考核，促进

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但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如学生习惯于用学习自然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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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文知识的学习，靠死记硬背概念或表演过关，

缺少发自内心的关爱等。

５　医学人文理念应自然融汇在医学教育之中

医学人文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连续的过程，是启

蒙于“人之初”素质教育的延续。医学人文教育不

只是临床前的教学，人文内容必须融入医学教育的

全过程［４］。医学人文教育的重点是要学会人文关

怀，并非是简单的专业理论学习和临床技能培训，

应重点培养理解患者、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

察力及道德敏感性，能够针对不同的患者灵活运用

科学和技能的好医生。医学人文精神应自然融入

医学教育的方方面面。如学校应在教学、管理、服

务中形成人文教育的氛围，教师应在各门课程中结

合人文内容，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结合临床实践，

学会从人文的角度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将人文素质课程融入专业课程关键是要提高

教师对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认识［５］。医学生人文素

质培养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为患者服务的能力，不

是靠开设几门医学人文课程而能达到要求的，必须

在医学专业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把人文教育与专

业教育有效结合起来，增强理论学习兴趣与效果，

需要融入医学人文实践，以维护人的价值、感受、尊

严为行为尺度，在社会生活中把人文科学知识、应

用能力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精神，显现出人的优良

品质与素养［６］。真正把人文精髓融入学生思想

中，成为坚定的理念和优秀的素质。

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需要医学院在师资队

伍、课程体系、课堂教学、临床社会实践等环节围绕

医学生人文教育此主题展开建设和设计，形成合力

共同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７］。当医生真正在内

心中建立起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其工作中自然会

表现出关爱患者的人文精神。临床实践教学是医

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医学人文活动实践的前

沿［８］，是医学人文精神继续巩固深化的过程。临

床教师在医学人文教学中有很大的优势，人文关怀

就在日常临床工作中，案例信手拈来，说服力强，临

床教师的行为、经验教训都是影响医学生行医理念

和行为的好方法。我校附属医院长期以来，围绕服

务患者，改善医疗质量，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形成了

“大爱无疆”的服务品牌，坚持深入基层帮扶、进入

社区服务、扶贫免费手术、单病种限价等，得到了患

者、社会及政府的赞扬。我们组织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长期坚持志愿者工作，在跟随老师工作和服务中

感受、领悟、提高，把所学知识与服务结合，不断提

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挚爱生命、在医学活动中

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反映人类对生命根本态度

的精神。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的本质内涵，医学才能

成为人的医学［９］。《人文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纲

要》［１０］的出台，对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目标要求，

形成医学人文教育规范模式，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贯

彻，认真探寻医学人文教育规律，为培养“德医双

馨”的医学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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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纪超凡．医学人文属性与医学生人文教育［Ｊ］．中国
医学人文，２０１７，３（３）：１１１４．

［８］　王锦帆，季国忠，卢长艳．医学人文融入临床实践教
学的探索［Ｊ］．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２０１３，
３４（１０）：６８７１．

［９］　刘虹，张宗明．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Ｊ］．科学技
术与辩证法，２００６（２）：２８３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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