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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与历史沿革
袁月卿

泰山医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医学所具有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使其在医学科学迅猛发展、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现代医学模式改

变以及卫生服务需求程度的背景下，对医疗工作者人文精神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等医学教育担负着为医学培养和

输送合格人才的重任，医学生素质的高低，将影响今后医疗卫生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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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家医改政策变化、国际医学教育标准实

施以及 21世纪医学教育展望报告的公布，医学人文

教育又有许多新的要求和变化。在当今时代，怎样

构建一个适应形势需要和时代要求的医学生人文素

质教育体系，用哪些方法、途径和举措提升医学生

人文素质，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

1　医学人文教育相关概念

1.1　人文与医学人文

“人文”作为词语，最早出自《易贲》：“刚柔交

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宋著名儒家学者宋程

颐在《伊川易传》阐释：“天文，天之理也；人文，

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

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

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

人用贲之道也。”

医学人文，可以理解为一个哲学概念，随着社

会的发展，医学活动已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一

种重要实践形式和内容，并且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

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医学的社会化体现了医学

的人性化，决定了医学内在的人文性。医学人文就

是主要研讨医学的人文性，是人们在整个医学领域

或医疗实践活动中所涉及、所形成、所追求的精神

方面的内容以及驱使人们进行医学活动的心理指向

和意志动力。学实践中关系医学人文精神、人文关

怀和人文价值以及对人的本质与特性、意义与价值

等终极问题的探究。

1.2　素质、人文素质与医学人文素质

素质，是个体基于先天生物遗传特征，通过后

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形成起来的顺利从事某种

活动的基本品质或基础条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素质立足生理学和心理学内容，从机体遗传

角度进行定义，认为：素质是人或事务在某些方面

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心理学上，指人的先天

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特

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

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某些素质上的缺陷可以通过

实践和学习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广义的素质立足

教育学理论，结合人的主体现实生活性，认为人在

先天遗传素质基础上，后天通过环境、教育等自我

完和社会实践形成的思想、理念、道德、修养等综

合品质。顾明远的《教育大辞典》对广义概念上的

素质定义为：公民或某种专门人才的基本品质。如

教师素质、国民素质、民族素质等个体在后天环境

下教育影响下形成的。

1.3　人文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

医学人文教育，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培养医学生

人文素质的教育。作为最早提出人道主义思想的医

学，具备强烈的人文属性，无论是古代“师带徒”

教育模式，还是现今以学科为基础或以器官系统为

基础的教育模式，医学人文教育从医学诞生的那天

起就无处不在闪耀着教育的光芒。对于医学生人文

素质的培养起始于人性的自觉，注重人的心灵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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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陶冶，着眼于情感的潜移默化，从发展角度来

理解，医学人文教育是人文教育在“医学”上的具

体化，是为了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建立和发展的需

要，通过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医学人文社科知识

学习、临床实践、言传身教、校园文化熏陶，结合

学生个体自身的潜在性和发展性的特点，发挥学生

主体内在潜能和发展动力，

2　历史沿革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身的历史，并且是作为

一个过程展开的，要认识现实就必须了解历史。本

部分回顾了中西方人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并以医学

起源、中西方古代医学、近现代医学来划分研究阶

段，通过简要回顾医学起源、发展以及历史发生、

发展、演变过程，力图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中医学人

文教育的发展规律、变化，厘清医学人文教育受当

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化等条件的制约

和影响，同时又继承以往时期的教育传统而形成一

个时代一个时期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和传统。

2.1　医学起源就伴有人文精神

人的最初医疗行为和动物一样，也是一种本能，

可以追溯到人类在原始社会，在原始思维支配下最

初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由于疾病对健康和生命

的危害与威胁，迫使人们探求解决方法。人类无时

无刻不在解决生活和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在这一系

列过程中，他们会生病、受到创伤，就必然迫使自

己去寻求自我保护和治疗的方法，人和动物一样，

有求生和保护生命的本能，在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

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寻找解除病痛的方法。

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与动物同样具有

保护生命的本能相比，原始人类是在原始思维指导

下进行的，与动物有着本质差别。在人类与疾病做

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原始人类通过观察与思考，总

结战胜疾病的经验，正是这种本能的医疗经验积累，

才有了医学起源。医学的方法开始是源于本能，属

于偶然的，但通过人们之间长期不断的互相模仿和

学习，通过人类有意识的经验传递，医药知识不断

积淀，成为医学知识不断增长的基础。

2.2　中国古代医学人文精神及人文教育的形成

发展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发展，经历夏商周春秋，与

原始社会相比，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促进了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推进了古代医学人文教育实践

的进程。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人们开始否定

迷信和鬼神的巫医行为，在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上，

记载了有关治病行为及十多种病例，周朝首次把医

学具体分作内科、外科、营养医生和兽医等科目，

建立了病案制度、医事考核制度等，为中国古代医

学人文教育体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鸦片战

争以后，社会性质的变化，西方医学人文教育思想

的渗透，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使传统医学人文教

育每况愈下，学堂教育从官方走向民间，少数民族

中藏、蒙医学教育和医疗技术得到了较发展。但是，

清朝医学家对于合格医生应具有的医学道德和人文

修养没有削弱，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华

序》说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

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

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

医部全录》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清朝开

始，中国进入了近代医学发展阶段。

3　结论

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文献分析、理

论分析、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对医学生人文

教育内涵、历史、功能、影响因素、发展特点等内

容进行分析，探索新形势下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培

养策略，提出完善医学生人文教育的建议对策，为

提高医学生培养质量，特别是塑造医学人文精神提

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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