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教学体系#初步积累了教学经验)但课程教学改革任重道

远#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认真负责地开展多种形式的

课堂教学#创新实验教学内容#注重学生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的培养#不断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相信能培养出具备坚实基

础的复合型检验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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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是教育的重要本质#其在整个教育环节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推进人性化医

疗的构建'

!

(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受教育者不断提升人性境

界*塑造理想的人格)而人文教育对于医学教育来说尤为重

要#因为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治病救人#在医学行为的过程中#始

终需要不断地与不同层次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因此#在高等

医学院校扎实推进人文教育是培养好品质医生的先决条件'

"

(

)

A

!

医学人文教育在临床医学教育模式中的现状

A#A

!

国外医学院校基本课程的设置
!

自上世纪
2%

年代起#西

方发达国家就开始关注医学人文教育#尤其是自
!&3"

年恩格

尔提出了/生物
>

心理
>

社会0医学模式以后#对医学生的人文素

质教育已经成为西方医学改革的重点)美国的医学院校在其

课程改革中强调#要把人文素质教育贯穿至整个医学生培养教

育的过程当中%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
!&31

年已建议把心理学*

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

学院必修课计划'

'

(

)

!&1"

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

$

.0\

&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0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

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17

年美国医学院协会$

**0.

&

在,为
"!

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

基础的医生#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

这种挑战的能力0

'

7>$

(

)

!&&&

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

会$

YY0\

&#制订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0)该要

求强调/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0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

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0同/医学知识0*/临床技能0一样作为

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0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

之一)西方发达国家医学院校在医学课程的设置上强调医学

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其中哲学政治*人文社会科

学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美国*德国达
"%

!

"$4

#英国*法国*

日本约为
!%4

!

!$4

'

2>3

(

)

A#B

!

国内医学院校基本课程的设置
!

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起

步和发展均晚于西方发达国家#部分医学院校根据自身情况设

置的课程主要集中在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行为医

学及卫生法规等)相比之下#国内的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

类课程偏少#授课方式比较简单#在教师和学生中的受重视程

度也远远不够)有研究表明在国内开设人文教育的医学院校

中#此类课程的最高比例不到
!%4

'

1

(

)由此看来#在国内的医

学院校中人文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相对匮乏)

B

!

人文教育的缺失对医学教育造成的影响

B#A

!

直接影响行医者自身素养
!

教育是/教0和/育0的结合)

学校教育是作为文化传承*传播先进技术与思想的最有效的方

式之一)但是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传授基础的科学文化知

识#更主要的是要教给学生如何做/人0#如何进行个人素质的

培养和塑造)人文教育的缺失和忽视#导致大学校园里出现多

起与高等教育似乎极不相符的/人格缺失0导致的恶性案件)

!&&$

年及
!&&3

年#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

盐中毒事件%

"%!'

年
7

月#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
"%!%

级某在

读研究生#遭室友在饮水机中投毒#经抢救无效死亡22这些

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学生#享受着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教育资源#

却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选择了背离道德的方式#做出了令所

有人都瞠目结舌*扼腕惋惜的事情3 在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

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人文教育更应该始终陪

伴左右)倘若一个/专业0的外表下#隐藏了一颗不仁义的

/心0#那将是彻底失败的教育3 因此#对于学生的教育尤其是

医学生的教育#人文教育与专业知识同等重要#如果长期被忽

视#势必会影响对医学生个人素质的培育#医学院校培养的/医

者0就不一定具有/仁心0了)

B#B

!

间接影响医患关系
!

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近年持

续关注中国的医患纠纷#在所发表的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

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受害者0#/医院已

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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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揪心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国医生的处境)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伤医*杀医事件不断增加)仅在
"%!'

年
!%

月的
!

个月时间里#媒体公开报道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伤

医事件就多达
2

起#其中最严重的是
"%!'

年
!%

月
"$

日#浙江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

名医生被一名男子捅伤#其中耳鼻咽喉

科主任医师王云杰死亡22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医患关系如此紧张1 有人将这种现

象归因为医疗体制问题#医疗资源短缺造成/看病难0#医疗体

制市场化取向造成/看病贵0)/看病难0*/看病贵0引起的愤怒

自然会直接发泄到与患者直接接触的医务工作者身上%也有些

人认为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总体信任度下降#导致社会冲突增

加#同时加剧了医患间的极度不信任#使医疗行业更易成为一

个矛盾爆发点)

但笔者认为作为医务人员#更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现实

中有的医生几句话就打发患者#容易导致误会#引起不必要的

矛盾)

"%

世纪以来#由于大量高科技成果被引入临床#医生们

过分依赖各类仪器设备*各种生化检查#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常

规的/望闻问切听0渐渐被涵盖越来越广泛*技术越来越发达的

各种检查所取代#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患者的痛

苦被转化成为检验单上无生命的数值或各类影像图片#作为一

个整体的患者被逐渐消解了#医生只关心疾病#不关心人#忽视

了患者的患病体验#忽视了对患者及家属人格的最基本尊重#

而这种忽视#恰恰是造成如今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医学要进步#不能单纯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更需要有人

文精神的滋养)患者是在病床上体验疾病#医生则是在病床边

观察疾病#而/躺在床上0和/站在床旁0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医生的眼里#不能只见疾病#不见患者的痛苦%不能只

有医疗技术上的救助#而没有对心灵的抚慰)医生在患者身

上#不仅要投入时间和技能#更需要投入情感#应该尝试换位思

考)如果医生对患者没有关爱#再先进的技术也会贬值)医生

技术行为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医学更

加倡导医生将患病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是一个心身紧密相

连#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整体)对待患者的认知应该是整体的认

识和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使医生从/以病为中心0转向/以人为

中心0#从整体层面更好地认识和治疗疾病)医生尝试从心理*

生理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去关爱患者#尊重患者的人格#在一

定程度上其/疗效0甚至优于一剂良药)将人文精神注入医疗

行为之中#强调/以人为本0#医生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而且

更需要对患者的关怀和照料)古希腊的哲学家*医学家希波克

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0#在我国古

代#医生也被誉为/仁爱之士0#可以看出对医生的培养强调的

是对医疗技术的热爱与对患者的关爱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

解决患者痛苦的同时#更注重对患者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医生

通过对患者的同情*关心*安慰等#给予患者情感上的关照)一

个好医生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更需要具

备完善的人文精神#这是医生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一个具有人

文精神的医生#应当恪守/医者仁术0的基本原则#自觉养成人

文关怀的习惯#在诊疗过程中#时刻注意尊重患者的人格#使用

得体的语言#注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顺畅沟通与交流#关心患

者的疾苦#不仅要始终关注疾病#更要正视在痛苦中呻吟的患

者#并适时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鼓励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唯有如此#医患关系才可能逐渐回归和谐)

C

!

如何提升医学人文教育在现代医学教育模式中的影响力

C#A

!

更新教育者的理念
!

"%%1

年#教育部*原卫生部联合召

开全国医学教育工作会议#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

方向#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建立全科医师制度是推进医

学教育改革和加快高质量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

(

)

全科医学整合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及人文社会学

科'

!%

(

)除此之外#强调以人为本#如何加强医学文化和医德医

风教育#也成为培养人民满意的医务工作者的重要保障'

!!>!"

(

)

与医学文化同步而生的医德医风#更是我国从业医务人员的道

德准则)医学教育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通俗地说就是指

学校的基础医学教育和医院的临床实践教育两大部分)医学

教育工作者除了医学院校的基础医学教师以外#大部分是临床

的医务人员)更新和加强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尤其是要更新临

床医务人员的教育理念)长期繁重的临床工作#使一些医务工

作者只注重/疗效0#过多地关注疾病#而忽略了过程及患病主

体)直接面对患者的医学人文教育才是最直接*最实用的#可

以让医学生从中领会到医学人文的内涵'

!'>!7

(

)因此#不能忽

略这部分教育工作者的作用)例如#从事检验专业人员*也经

常与患者有直接的接触#在工作中尝试换位思考#从患者角度

出发#探求如何提高检验质量*如何优化检验流程*缩短检验时

间*如何让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自己的检验结果)时刻牢

记/急患者之所急0*/想患者之所想0的服务宗旨#在日常工作

中不断渗透#强化人文关怀理念#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C#B

!

课程设置要灵活生动
!

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

避免空泛#需结合实际#采集真实案例#在课堂教育上#使学生

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角色演绎#换位思考体会人文教育在医学

教育中的重要性'

!$>!2

(

)实际上#当今多数医学教育工作者都

比较注重医学人文教育#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学生只是把

/人文关怀0理解为简单的关怀式语言#用机械性的语言对待患

者#与/患者0没有眼神的交流#甚至都不去/看0#/关怀0似乎是

有了#但不是发自内心的#只是为了/关怀0而去关怀#不能让患

者体会到真正的关怀和应有的尊重#这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文

关怀0)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探讨新的模式)医学人文

教育的理念可以渗透到所有的专业课当中#专业课的授课教师

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可以借助具体病例进行个案讲解#

让学生们模拟患者和医生#在具体的事例中提高对人文教育内

涵的理解)这样不仅可以使教学生动具体#也可以形成一种循

序渐进式的人文教育模式#使医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医学人

文教育#不断加强和深化医学生甚至授课者本身的人文素养)

C#C

!

从业后继续教育
!

继续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一部分#从

学校延伸到医院#从医学生延伸到医务工作者#真正演绎和诠

释了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0)但当前的各级继续教育中#上

至国际级*下至市级#大家关注的焦点无外乎是各专业*各学科

发展的前沿#但都忽略了对于医学文化和人文教育理念的进一

步提升和重视)而就业后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才是真正实践的

全新开始#人文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医者是否有/仁心0#患者

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因此#从业后的继续教育中医

学人文和医德医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往往也是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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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和提高对从业后医务工作者的医学人文教育#让医生真

正体会到用于描述/指标0*/体征0等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的患者

/痛苦0#才能真正成为有/仁心0的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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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教育部对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的修订改革#全

国各普通高校自
"%!'

年起按四年制理学学士培养方案安排

招生培养工作)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五年制本科医学检验专

业#如何应对学制的改革#在转变中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通

过新生研讨课的方式#对本校五年制检验本科专业新学员开展

未来职业规划的探讨#初探本专业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改革实

践#分析开设新生研讨课的基本思路#探讨并总结能够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并有利于其未来职业发展的培养模式#帮助医学检

验专业学员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明确职业目标#为今后的学习

深造和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A

!

课程设置背景

第三军医大学自
!&12

年开始实施军队医学检验五年制本

科教育#先后为全军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检验专业人才'

!

(

)由于

教育部在
"%!"

年颁布的,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

对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做出了修订#将学制由五年缩减为四

年#本科授予学位由医学学士更改为理学学士#培养目标由检

验医师转为检验技术人员'

!>"

(

)自
"%!'

年起全国各普通高校

按新目录安排招生工作#在校生则继续按照原专业目录培养)

但由于军队系统的培养要求暂未改变#目前本校仍然按照五年

制检验医师的培养目标招收并培养医学检验专业本科学员)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纷繁复杂#引发的后果也难以预测#

这不仅仅是单一学制或培养目标的改变#更关系到医学检验教

育事业的发展和医学检验专业学生未来的职业前途)/五改

四0方案实施前的
"%

多年来#我国的高等医学检验教育经历了

学徒带教*中专*大专*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等不同发展阶

段#拥有三*四*五*七年等多种学制#形成了多层次*多学制的

教育体系)无论是培养/从事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工作的检验医

师0#还是/从事医学检验及医学类实验室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0#这种多层次*多学制的培养制度都难以准确地*有针对性

地制订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造成了人才培养规格的参差不

齐)在人才就业方面同样存在缺陷#检验技师和检验医师多从

事相同层次的工作#造成了高层次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生就业后

面临/学非所用*学难所用0的问题#难以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和回报感#也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投入不相适应)作为临床

二级学科的医学检验专业#由于自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教

育理念与培养手段始终在临床医学与实验技术之间徘徊#导致

学员对自己的学科定位不清楚#对检验医师工作岗位的职责和

范畴不明确#对未来职业的发展感到担忧'

'

(

)在中国目前的医

疗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检验科室和辅助临床的检验人员较

少#甚至不参与临床疾病诊疗的分析讨论#仅仅从事简单机械

的实验操作#使其在医疗体系中的地位较低#同时也进一步制

约了检验医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发展)然而#随着近年来全国大

部分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的四年制改革#以及五年制医学检验专

业本科招生人数的减少#更使以检验医师为培养目标的五年制

检验本科教学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7>$

(

)

自创建五年制医学检验本科教育模式以来#五年制医学检

验本科教育一直增设有
"

年左右的临床课程#而医学检验专业

本科培养大纲中的培养目标并非临床医师#而是/从事医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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