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尤其培养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为今后临床工作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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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国家人事制度的

改革#医学本科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导致报考和攻读研究

生学位的医学生日益增多+重庆医科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检

验医学七年制招生的学校#为适应就业形势的需要#本校检验

医学七年制也进行了改革和探索#从最初的双导师制#逐渐过

渡到单导师制#为数不少的检验系学生选择临床医学专业作为

研究生学位攻读的方向+那么#如何把检验专业七年制的学生

培养成高素质的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摆在导师(学校面前

的一道难题#需要全校职工认真思考(科学谋划(全程控制(适

时监督(定期考核(及时反馈(不断优化+笔者认为要实现上述

目标#需要落实和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A

!

加强责任感)使命感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医学生的价值观受各种不

良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医学生的道德标准(责任感(使命感遭受

到严峻的考验&有些医学生的责任感出现了严重的缺失#甚至

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000得过且过的消极思想+完全忘

记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神圣使命+在临床工作中#部分检

验七年制研究生对患者粗心大意(冷漠淡然#对患者的病情(检

查(治疗不求甚解#一知半解#甚至有时开错医嘱#开错化验检

查等+不仅危害了患者的健康#损害了患者的自身利益#也存

在医疗纠纷的风险#对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严重的负面影

响+为此#学校(学院(导师和指导老师#均应加强研究生责任

感和使命感的理论学习#用国内外先辈的英雄事迹来鼓舞和教

育他们#用反面的典型(违法的案例来警示他们#同时在实践中

不断督促(引导(强化他们对自身职责和使命的理解#树立良好

的医德医风#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时常提醒和警示自

己#做一名负责任的医学生)

!

*

+

B

!

以人为本'树立人文精神

!!

"(

世纪
+(

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生物
3

心理
3

社会医学-模

式#它取代了近代,生物医学-模式+这不仅标志着医学道德的

进步#更体现了医师执业道德的进步要求+医生不仅要关心患

者的躯体#而且要关心患者的心理#医学必须以人为本+临床

专业研究生面临从理论到实践#从动物到人体#从尸体到活体

的思想转变和角色转换#但其最终是要服务于人体#服务于社

会#服务于人民+所以#任何的实践活动#都不是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不是存在于真空和空气中#而是实实在在的和人打交

道的工作+所以必须得不忘初衷#犹记本末+医疗活动不是市

场经济#看病就医不是做生意+作为一个医学生#在面对任何

患者的时候#不管其高低贵贱(黑白美丑(出身民族#均应一视

同仁#为其提供精准(高效的医疗服务+同时#患者也不是阿猫

阿狗#就诊行医不是动物实验#必须遵循国内外诊疗的规范和

原则#必须把握患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任何时候#不能因任何

理由损害患者的权益和利益+再次#对于患者应该给予应有的

尊重和尊严#特别对于肿瘤患者和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全社会

都应该给予关怀(爱护(体贴(鼓励和安慰)

"

*

+

C

!

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技能训练

!!

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它是人类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

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而成的+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原

始医学(古代经验医学(近代实验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过程+不

管是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欧洲(阿拉伯等的古代医

学#还是日新月异的当今医学#都不是尽善尽美#仍然存在许多

缺陷+随着基因组(蛋白组学(精准医学等技术和概念的出现#

医学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但是其永远都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

和空白#人类战胜疾病仍然只是一个梦想+检验医学七年制学

生相比临床医学专业七年制学生#在内(外(妇(儿等科室轮转

的时间和科室均较少+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不

仅需要加强理论学习#还要强化技能操作(病历书写(思维训

练+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光纸上谈兵是不够的+不管是内

科(外科(专科研究生都应该以,三基-为基本准则#认真学习相

应二级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学会常见的内科或外科操作)

#3$

*

+

需要他们在临床遇到任何问题时#应该查阅国内外最新的资料

和文献#特别是要遵循循证医学的指导原则#指导临床的实践+

同时#还应该积极参加国内(市内(学校(医院的各类学术活动#

特别是多学科的病例讨论#集思广益#开拓自己的视野#提高对

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远程网络教育也是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应充分利用好现代网络技术教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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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为学生开展选修课)

%

*

+英语(计算机(统计学是当今医学生

不可或缺的工具#持之以恒的加强学习#对开展临床科研(基础

研究都非常重要+

G

!

加强法律观念'增进沟通技巧

!!

医疗的对象是人#所以任何医疗活动不仅应该遵从自然规

律和医学准则#更应该符合我国的相应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的

医疗卫生法律有
!(

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而且还有
!%

部医疗卫

生法规和卫生部规章
!"

部+对于从事一线临床工作的研究生

来说#最重要的是
!"

项核心制度#它包括.首诊负责制度/.术

前讨论制度/.三级医师查房制度/.死亡病例讨论制度/.分级

护理制度/.查对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病历书写基本规

范与管理制度/.会诊制度/.交接班制度/.危重患者抢救制度/

.技术准入制度/#这些都是我们在医疗活动中必须遵循的行动

准则#对于维持医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K

!

加强医患沟通技巧的学习

!!

检验医学七年制研究生由于刚刚接触临床#需要在诸多临

床二级学科轮转#很多相关知识还比较陌生和欠缺#除了专业

上不断的加强学习外#还应该学习医患沟通的技巧#可以通过

观看录像(实战观摩(间接参与(直接参与等方式来学习#用患

者和家属能够理解的语言#客观(真实地表达出来#让患者或家

属自主选择诊疗方案+良好的医患沟通对于减低医疗纠纷的

风险#提高医疗活动的满意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

*

+除此之外#

对上级下级的沟通(医护沟通(患患沟通(医医沟通也应给予相

应的重视+

M

!

树立创新精神和科研意识

!!

我国传统的学校教育历来注重知识的传授#但对创新教育

的关注仍需提高+因此#在进行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学习的同

时#首先必须强化创新意识#学校(学院(科室和导师都必须强

调让学生树立创新精神)

+

*

+医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

史#一味地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和教条主义往往能限制医学的

发展#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其次#应该从制度和体制上#

为研究生创新营造条件和氛围#包括课程设置(目标管理(期末

考核(学籍管理(论文要求等#都必须与之符合+临床专业学位

研究生虽然与科学学位研究生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本质是一致

的+在日常繁杂的工作中#必须时刻具有科研精神和创新意

识#针对任何患者#都应该仔细挖掘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和治

疗上做一些探索性(前瞻性的研究#特别是面对疑难杂症和罕

见疾病的时候#尤应如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片树叶是一模一

样#同样#同样的疾病在不同患者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而相同和类似的症状也可能是不同疾病的共同表现+因此#临

床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学会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临床诊疗活动#

明白疾病发病规律的特性和共性+当然#研究生导师可以定期

召开读书报告会#布置题目#总结验收#让学生定期查阅国内外

最新的文献#然后共同探讨科研思路#可让学生写出临床型论

著或经验总结#甚至撰写科研课题的标书#从而激发他们的阅

读能力#创新精神(写作能力和科研意识+

总之#检验医学七年制研究生教育是本校医学研究生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持续进行的改革和探索#学校(学院

和研究生导师都应该切实落实相关制度#同时不断探索医学人

才培养的最新机制)

'34

*

+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加强全程监督和

考核#培养出更多让人民放心(国家满意的创新型的医学英才#

以便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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