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医药卫生知识服务

系统项目（ＣＫＣＥＳＴ－２０１９－１－１０）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新时代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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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生培养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阐述了新时代医学人

文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总结了当前我国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重点从医学教育理念转变、人文师资与学科

建设、课程与教学改革、社会实践与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新时代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现实路径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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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高

尚职业精神，践行着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健康的根本宗

旨。在每一次与重大传染病的抗争以及对每一个生

命的救治中，广大医务工作者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

职业操守与责任担当，那些医者仁心的光辉形象和感

人肺腑的先进事迹，无疑成为新时代医学生人文素质

教育的生动案例和珍贵教材，为人们创造了众志成

城、守望相助、尊重生命、维护健康的精神财富。

一、新时代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

医学是一门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为一体

的学科，是最富有人文关怀和人性温暖的学科。医学

的本质是生命健康的维护以及对人的尊重关怀。医

学不仅是单纯的科技，更是对患者的同情、照顾和安

慰，是人道主义的关怀
［１］
。正如美国医学博士特鲁

多墓志铭上写道：“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

不可以为医”。“医者，仁术仁心者也”。医务工作者

是医学使命的践行者，是生命和健康的守护者，不但

要掌握精湛的医学专业知识技能，更应具备高尚的人

文素质。人文素质是指由情感、知识、观念、能力、意

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个人的内在品质，是人与外

界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个人文化修养、精神道德与

价值观念
［２］
。人文素质是医务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基

本素质。正所谓，“大医精诚，始于心诚，成于精湛”。

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因此，对于医学生的教

育，不但要重视其医学专业教育，更要重视其人文素

质教育；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发展，缺

一不可。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从人文知

识、人文精神、人文行为等方面入手，使医学生能够具

备人文知识、彰显人文精神、外化人文行为
［３］
。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人民生活

不断改善，人民获得感日益增强，人民尊严感显著提

升，人民的卫生健康知识亦得到很大程度普及。近年

来，党和政府对于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要求与期望。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医教协同
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８年教
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

《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２．０
的意见》，这些政策文件均强调加强医学人才的德

育、价值观培育、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医德培养、职业

素质教育、“珍爱生命、大医精诚”的救死扶伤精神培

养等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因此，开展医学生人文素质

教育，不仅是医学本质的内在驱动使然，更是新时代

新形势下对医学教育发展提出的现实和必然要求。

开展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有助于医学生正确理解与把

握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树立“以人为
本、珍爱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增强对患者同情心

和责任心，增进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提升职业素

质，提高职业责任感、价值感和成就感，自觉肩负起治

病救人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神圣使命。

二、当前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矛盾冲突现象时有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与

社会和谐发展
［４］
。问题的出现固然是经济社会等多

方面因素造成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是部分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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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人文素质欠缺、人文关怀不够、医患沟通障碍

等造成的。因此，从医学教育角度分析，要深层次挖

掘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做到关

口前移，有的放矢，标本兼治。

我国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综合起来，

我国在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存在如下问题：（１）医
学教育理念转变不到位：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在医学教

育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已经得到普遍认

同，不少高校在加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方面也做了大

量努力和实践，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医本文末”

和“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精神”的思想倾向
［５］
。（２）人

文社会学科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相对薄弱：我国医学

院校中，医学人文学科师资队伍、辅导员队伍总量不

足，缺乏相应的培训与提升，激励保障不足。相对于

医学专业学科而言，人文社会学科相对边缘化，处于

劣势地位，学科建设支持力度不足
［４］
。（３）课程设置

布局失衡：医学专业课程与人文课程设置不均衡、不

协调。医学人文课程相对较少，学科范围有限，多作

为选修课程；而且学时相对不足，多在低年级或本科

生中开展，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未贯穿医学生培养全

程
［６，７］
。（４）教学内容和方法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有些人文课程内容相对老化，没能与时俱进更新；人

文学科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密，学生缺乏兴趣；

教学方法仍以课堂讲授为主，缺乏现实案例及实践教

学，难以把所学医学人文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影

响人文课程教学质量
［８］
。

三、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路径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肩负着将医学生培养为具有

家国情怀、职业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未来医务工作者的

重任。因此，要坚持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与医学专业教

育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将人文素质教育贯穿医学生

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医学生将预防疾病、解除病痛

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真正使医

学成为有情怀、有温度的科学。为此，针对当前人文

素质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下开展医学人文

素质教育的实施路径。

１．转变教育理念，推进人文与专业教育协同发
展：国家层面对医学人文教育已做部署安排，关键是

推动落实。因此，医学院校的领导与管理层、教师队

伍和医学生等要全员动员，真正转变观念，树牢医学

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双轮驱动、协同发展的医学

教育与人才培养理念，彻底纠正“重医轻文”的认识

倾向，调整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从政

策引导、制度设计、工作安排等方面确保医学人文素

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发展、相互支撑。

２．加强师资与学科建设，打造人文教育主力：医
学院校要单独设立人文学科教学研究机构；通过“请

进来、走出去”等途径，积极引进人文社科专、兼职师

资，扩充人文教育师资队伍，同时加强师资医学人文

和医学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加

强医学人文教师与医学专业教师交流互动，增进专业

互补性，找好医学专业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结合

点，促进医学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发展。从

项目申报、经费资助、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政策倾向，

加强人文学科建设支持力度，教研相长，促进医学人

文学科发展。另外，还要有效协同、打造精干的思想

政治工作队伍，与专门人文学科师资形成医学生人文

素质教育合力
［６］
。

３．强化人文课程建设，构筑人文精神培养主阵
地：坚持思想政治和价值引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

主渠道作用，引导医学生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改革人文课程设置，将人文课程教学贯穿于医

学生培养全过程，并结合专业课程教学与临床实践，

合理安排人文学科相应课程，做到人文课程与专业课

程有机结合，做到“人文课程”和“课程人文”紧密融

合，发挥协同效应。例如，在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实

践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让医学生及早感受医患

关系，培养沟通能力和人文情怀。增加人文课程课

时，丰富人文课程教育内容。除医学心理学、伦理学、

卫生法学等传统医学人文课程外，更多纳入哲学、经

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等人文学科，增

加医学史、医学文化、医学名家、社交礼仪、人际沟通

以及新医改等内容，拓宽医学生视野，加强人文修养，

展现人文关怀温情，降低医患沟通障碍。

４．创新人文教育方式方法，增强时代感与实效
性：改变单纯课堂讲授式教学方法，运用 ＰＢＬ、叙事医
学、情景模拟、案例分析、慕课等教学方式方法，真正

使医学生成为课程学习的主角，让医学人文教育真正

入脑入心。强化医学人文实践教学，增强人文教育现

实感。例如，组织医学生参加遗体捐献见证、伦理审

查旁观、法庭观摩等实践教学活动。注重结合实际，

开展沉浸式人文教育
［９］
。例如，在参加解剖学课程

前，向大体老师（遗体捐献者）默哀致敬，进行尊重生

命、奉献医学的人文教育；再如，在当前疫情防控中，

积极引导医学生通过写作、绘画、歌曲和视频形式等

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弘扬他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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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的同时，自身也增强了未来从事医务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收获了价值感、荣誉感。

５．开展社会实践教育，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社
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医学生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提高

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积极发挥实践育人作用，例

如，利用医师节、护士节及重要健康相关纪念日等契

机，组织医学生积极开展健康宣传教育、咨询义诊等

为民活动，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通过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组织医学生到老少边贫和西部地区，访基

层，进社区，到养老院、精神卫生中心、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村卫生室、福利院、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开展

调查研究、志愿服务、健康咨询、公益宣传、卫生服务、

关爱帮扶、送医送药、支教支农等活动，使其真正了解

我国医疗卫生状况，知晓人民群众健康需求，进一步

加深对我国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与理解
［６］
。这些

社会实践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必将转化为他们提升医

学人文素质的动力源泉。

６．注重文化引领，营造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氛围：
良好的医学人文教育氛围是实现人文素质教育必不

可少的条件。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校园文化建设，从

宣传展示、到参观访谈、再到社团建设等，努力营造浓

厚的医学人文氛围，创造医学生成长的人文环境
［１０］
。

注重发挥职业榜样作用，使医学生在医学大家的感染

与熏陶下、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树立职业精神，在浓

郁的文化氛围中提升人文素质。打造校园精品人文

活动，例如，通过开学典礼宣誓、毕业典礼授帽等仪式

强化医学生职业使命与担当；从大师讲坛中追寻奋进

的力量和感悟人文情怀；在诵读经典中吸取精神营

养；在致敬先贤中传承奉献与责任等。总之，通过丰

富多彩的人文活动，着力培育医学生的仁爱情怀，传

递医学人文精神理念，提升医学生的使命感与责任

感。

新时代赋予医学教育新使命，新使命召唤医学生

新精神。这种新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

合，是专业素质与人文素质的有机统一。因此，医学教

育界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深刻认识新时代医学

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切

实有效的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实施路径，为我国培养

造就具备新时代新精神的医学生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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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楠泽　黄久佐　龙　笑

摘　要　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由量化到质化的变革时代，在医学教育领域，培养高质量、全面
发展的医学人才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实现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制定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计划。本文从医学教育的
人文主义观念出发，对医学教育进行精神及社会层面的充分论述，通过梳理医学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归纳医学人文主义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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