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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前我国高教规模处于较低水平，随着高教的扩招，
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教学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医学教育受
到重视。人体解剖学是医学教育主干基础课程。人体解剖学教学
质量关系到医学教育发展水平，影响医学生临床业务水平。随着
医学教育发展，社会医学模式取代以生物医学教育模式主导地位，
将人作为社会属性整体，从社会人文等多方面考察人类健康，对
医学科学发展模式改变需要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在医学教育
质量下滑形势下，基于大学服务社会职能，为探索适应培养实用
型人才要求，加强对医学解剖学人文教育研究非常必要。

1  基于医学院校职能开展解剖学人文教育的意义
70 年代美国医学理论家恩格尔提出新型医学模式，取代传

统生物医学模式。国内外各大医学院校注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
育。实现医学科学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
至关重要。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学科。医学教育
与解剖学相辅相成。目前国内医学院校解剖教学遗体数量匮乏，
原因包括传统观念影响，家属不支持等主流因素，医学院校缺失
人文教育是重要原因。

高校基本职能包括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在解剖学教学中加
强医学生人文教育尤为重要。医学院校解剖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
育具有重要意义，解剖学课程特性决定与医学人文教育有密切的
关系，无语体师具有崇高精神，包含亲人巨大情感因素，具有人
格的延续。考虑当下高校医学生课堂上不尊重遗体的言行，培养
医学生敬重大体老师的意识非常迫切。市场经济体制下，部分医
护人员价值观念发生扭曲，我国人口基础众多，促成社会医患关
系日益尖锐，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1]。学人文教育是社会科学
交叉学科，对引导学生敬畏生命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医学诞生后，医学家通过解剖尸体从事医学研究。解
剖学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础。解剖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密切关系。
多数医学生进入医学领域受到家庭社会影响，很少具有救死扶伤
伟大医学信念。医学院校学生多为理科生，人文素质较为薄弱。医
学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学科，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尤为重要。
解剖学实验课堂是医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最佳时机，如何在解剖
实验课上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更好地履行大学服务社会职能，成
为医学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医学研究疾病发生机制融合了人文
社会科学，要想成为医德高尚的医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
在解剖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对实现医学生职业价值大有裨益。

2   医学高校社会服务职能下解剖学人文教育措施
人文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文化现象，通常把文哲史经政法等

学科统称为人文科学，人文素质是建立在人文科学知识基础上，
受人类优秀文化熏陶反映的精神面貌。人的行为受到法律约束，
优良文化能够影响思想，良好的文化氛围与高校人文教育密切相
关。解剖学是医学院校必修基础学科，基于高校社会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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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文教育非常重要。解剖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可通过
活化课堂教学模式，更新教师教学理念，融合校园文化等措施
实现。

医学高校作为传授知识的中心，应揭示人体结构进化发展规
律。由于适应素质教育要求，传统专业基础课时数不断压缩。
在解剖学课时数不断减少下，现代解剖学教学中往往仅讲授与临
床相关重要形态位置结构，忽视解剖学系统性。解剖学教学要
作为系统科学，临床教学方法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揭示
形态结构形成规律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如脊柱的生理弯曲
与人类直立行走的联系，男女性盆骨不同于女性分娩联系等[2]。
人体解剖学教学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创
新思维能力。

医学院校作为从事科研学术中心，人体解剖教学可探索性设
计实验科研训练。目前高校人体解剖学教学中，人体解剖学教师
往往不重视教学，影响学生后续教育的学习。地方医学院校人体
解剖学教师往往忽视科研。教学科研不统一要求解剖学教学中介
绍学科最新前沿，探索设计实验科研训练，如开设护理解剖学等
讲座，培养更多创新型卫生医技人才。高等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
教学应使基础理论向临床转化。转化医学是基础理论为临床实践
服务。80年代初提出临床解剖学科研方向，随后出现外科解剖学，
影像解剖学等分支，是中国转化医学成功典型例子。  目前国内
传统解剖学注重培养学生操作技能，未使学生接受解剖学人文思
想熏陶，使解剖学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解剖学教师应发现医患纠
纷问题背后的医学教育漏洞，提高教师人文素质是开展人文教育
的前提，大部分医学院校解剖学教师对人文教育与解剖学融合经
验不足。医学高校开展相关人文教学大多流于形式。可以加强医
院相关专业医生与解剖学教师的联系，定期派教师外出参加相关
培训，使解剖学教师深入了解医疗工作中的人文情况。丰富自身
教学经验，更好地在解剖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

3  结语
当前我国医学高校开展人文教育处于初级阶段，现代医学教

育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不能仅关注科学教育。医疗纠
纷统计分析发现，80%由于医务人员言语不当引起。与医护人员
人文素质不高有关。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是复杂庞大的教育工程，
应改变教师教学观念，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为社会培养合格
的医学人才，更好地履行医学院校服务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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