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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体系构建方法
吕　春

佛山大学医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

摘　要：医学的人文属性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生命、认识健康的探索实践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与之而生的医学

人文教育，有着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又受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表现出显著

的时代特征。进 21世纪——生命科学的世纪，生命科学逐步深入进化，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

程技术科学相互渗透融合，使医学科学日益呈现出综合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进医学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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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医学科学的发展对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新的要求，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发表的《21世

纪医学教育展望报告》，指出了医学的未来将是“胜

任力”的培养，通过上述研究，结合社会发展和医

学模式转变，医学生人文教育已不单纯是人文社会

学科教育或者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必须紧密结合

医学科学发展和高等医学教育发展趋势，把握医学

学习特点规律，将对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融合到整

个医学教育系统统一设计和优化完善。

1　新形势下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体系设计需要注意

的几个方面

1.1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与中华民族复兴和国

家建设密切结合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讲

话中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

基础。大学承担着提高国民素质的责任，国家的社

会经济建设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人文素质

在一个的素质结构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今

时代，重视和发展人文素质教育，是中国大学教育

发展的现实，是对教育本源的回归，是在对人文素

质教育更深理解基础上的更高程度上的发展。教育

部袁贵仁部长在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上，指

出“医学教育，德育为先。要大力加强医学人文关

怀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通过大学人文素质

教育，传播先进的文化理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塑造医学生人格精神，增

强其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力，重

点对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法律维

权能力、健康身心等人文素质予以培养，使医学生

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真正将预防疾病、解除

病痛和维护民众健康作为自己的职责使命，进而承

担国家之责任、实施民族复兴之大业的社会未来栋

梁，这也正是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功能的实现。

因此，在高等医学教育中培养出来的未来医学人才

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和人文素质状况，对国家发

展、民族存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2　医学人文精神塑造与社会进步发展密切

结合

当代社会急剧变革，经济高速发展，科技突飞

猛进，文化渐趋转型，医学模式逐渐转变，社会的

发展和医学社会化的加速，使得要从人体自身及人

与环境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的规律来认识卫生问题，

不仅是人本身的全方位卫生，还包括生态状态良好，

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天人关系良好。

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已从疾病本身上升到个体，

再由个体上升到群体，上升到社会。生存环境的恶

化、人性尊严的迷失、人口膨胀、贫困蔓延等全球

性问题对医学和人类的健康生存带来了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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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社会面对生态、环境、资源困扰时，医学科

学的人文属性显得更为关注，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精

神成为拯救的福音。

医学人文精神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知

识经济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教育、

思维有着深远的影响。知识经济提出把经济发展主

要建立在知识资源基础上，而这个基础主要依靠教

育，通过教育培养和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

知识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创新的地位和作用，

要求大学教育把重点放在文化的选择和创造上，这

是时代和教育规律发展所决定的。

2　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体系的理性思考

2.1　要针对现实中的重点问题树立医学人文教

育理念

教育理念是对“教育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和基

本看法，是构建医学人文教育的先决条件。历史上，

受社会发展需要和前苏联大学教育体制影响，我国

对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不太重视，历来缺乏

"大学人文教育 "的制度与传统。再加之中国传统文

化形成的高考制度，和目前中学教育从高中开始就

“文理分家”的状况，基础教育与大学本科教育并没

有合理地衔接，至少在人文教育方面尤为明显和欠

缺，到了本科教育，缺乏基础教育应有的文化、历

史、公德等积淀。

医学人文教育需要明晰医学人文的核心价值新

变化，充分认识和重视医学人文教育的作用义，多

渠道、多环节、多层面地构建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动员师生全员参与，全过程参与，从更新理念、营

造氛围、方法改革、实践训练、医疗服务诸环节等

多方面配套实施，同时运用于医疗实践过程，将知

识思想从表面进入社会和实践真实问题，在具体医

疗处置和事件中，自身感悟升华为精神、信念，达

到教育效果。

2.2　树立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并举的管理观

医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包括医疗卫

生和教育领域的一致认同，但为何在各院校教育现

状中仍处于“被忽视”和“边缘化”的教育体系，

基于我国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事实，只有

从管理层面真正把人文与专业共同发展、共同考究，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事实上，人文教

育与专业教育是有机统一的，是医学生教育培养过

程中密不可分的两部分，正如 DNA的双螺旋紧密

结合，共同组成“人”的生命体。单纯注重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忽略学生内在精神品质的塑造，

其结果只能是“制造”灵魂残缺的“空心人”，并不

能培育完整的人。学校领导及管理部门应将专业教

育与人文教育并举共抓，根据学校实际和存在问题

现状，亲自参与和制订有关专业与人文融合的具体

对策及有效举措，增加人文素质教育的经费投入，

引导和激励广大教职员工以身作则，参与人文精神

塑造，定期检查监督，使人文教育的理念举措得以

落实。

3　结论

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人文素质教育一直是

高等医学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同时，对于人文素质

教育何去何从的疑虑甚至在大学长期存在。《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充

分肯定了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和方向，十七届六中

全会吹响“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更为人文素质

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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