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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反映了在社会伦理学和

医学科学发展的制约下人们的医学工作。医学伦理学对医护人员

的行为具有严苛规定，加强了医护人员与患者的联系程度，以

及医护人员与医护人员之间的联系程度。在社会中，其形成的

关系涉及行为准则与医疗保健的有关规定总和。医德教育的目的

是培养和塑造医务人员的品格，将医德的原则和规范转化为医务

人员的内部素质，从而提高医务人员对医德的认识，树立崇高

的医德，树立坚定的信念。在医学道德上，培养有才华的人。

养成良好的医疗道德和习惯，使医务人员可以更自觉地履行职

责，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1  目前高等医学院医德教育的现状

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少数医务人员人生

观、价值观、奉献观偏离正确航向，奉献精神衰退。表现为

过度收费、随意检查、指派征用药，一些无德医护人员征收贿

赂，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社会舆论评价低。另一方面，加上

不良媒体的负面报导，医患之间剑拔弩张，互不信任，一向白

衣天使的形象更改为“白狼”，不定时的发生伤医事件，这些极大

挫伤了大部分医生的工作积极性，表现为职业责任感淡薄，缺乏

耐心、爱心、责任心。服务态度恶劣，服务意识淡漠,扩大了医患

间的矛盾等。所以说医德教育必须在医生正式入职之前，作为医

学生时候必须关注的思想教育，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医

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有为意识。

张明霞在某医学院校关于医德教育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绝

大多数医学生医德应用、践行能力不足。社会对医德教育重视程

度不够，一方面学校专门的教师资源也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学校

对医学专业在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敎育的形成、内容和方法，还没

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医德医风教育模式。

2  高等医学院开展医德教育的必要性

2.1 在现代条件下，我国对于医学的需求越来越大，医学

伦理教育在医疗产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德教育的重要程度逐步

提升：①从医院角度观察，为了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往往采用非

常规举措，例如购买了大量的医疗设备及医疗设备、高收费药物；

为了医院的利益，鼓励医生进行更多检查，并给更多患者开大处

方。②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

地采取任何方法和措施，例如故意开出大剂量处方和进行无效检

查。医疗行业需要加强自身定位，积极适应现代经济条件的要求。

医学理论应该在现阶段条件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医学行

为相统一。

2.2注重医疗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缓解医患紧张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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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是公立医院，因此工资由国家财

政支付。由于工资具有稳定性特征，医疗行业一直受到人们的重

视，在我国具有崇高的地位，使得一些医务人员的风格和工作态

度具有自我导向。同时我国医学教育体系并不健全，人文教育缺

失。一些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对病人的关心力度不够，缺

乏同情心。此外，媒体的片面报道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最终

造成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僵化，双方互不信任，严重影响

了双方的关系。因此提高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职业道德，

可以加强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联系，缓解矛盾。

2.3提高医德水平，是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成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医学行业也发生重大变

化。医学模式不断优化升级，其发展过程为从简单的生物医学模

式发展为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医学的综合模式。与传统医学模

式相比，它更加注重医学伦理和情感的表示，更加注重技术与人

道主义的协调。

3  高等医学院的医德教育的措施

3.1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掌握教学的教

育规律，切实做好言传身教。对于开设医学专业的学校来说，加

强对医护人员医德的培养越来越重要，需要成立医德教育机构，

提升教育团队的综合素质，同时应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程度，

定期组织学科交流活动，将医学教育与卫生行业的情况统筹考虑，

开展针对性的医德教育。应该重视教师的引导作用，对学生进行

言传身教，使学生加强对现实医学问题的理解。比如老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结合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加强学

生对于医护工作者成长历程的了解。医护人员可以进行言传身教，

在实习生中讨论和分析违反医德的原因，并利用医德案进行案例

分析。允许学生参加讨论并提出如何加强医德教育的建议。使他

们能够找到在现场的感觉并亲身体验医疗道德；通过与社会实际

案例的联系与课堂中的发言讨论，培养学生的医学道德。

3.2强化入学教育，增强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

“一入医门深似海”是广大医师长久工作后的切身体会。现存

在这种现象：医生家的孩子90%不会选择从医，或是有亲戚朋友

在填高考志愿时候，医生会建议尽量不要选择行医，甚至会“劝

人学医，天打雷劈”这样的说法。当调查医学生为什么会选择从

事医学行业，回答结果却各不相同，从一些回答中可以看出学生

并没有充分认识医学的宗旨，一些学生选择从事医学行业并不是

为了救死扶伤，而是认为医生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受人尊敬、收

入稳定等原因，背离了医学生应该坚持的宗旨，因此加强对新入

学医学生的素质教育显得非常重要。首先医学生进行入学教育，



    41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是医学生充分了解医学行业有关信息；其次通过专业课教师在课

堂中对学生进行言传身身教，使医学生树立崇高的目标，强化

以学生的责任意识，提升综合素质能力。学生从医学院和大学

毕业后，大多数去从事医疗工作并成为医护人员。在工作过程

中直接与病人对接，因此医护人员对于病人的康复状况具有重要

影响。因此通过设定庄严的宣誓词“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可以强化医学生的责任意识，增强医护人员工作的使

命感。

3.3 规范医德教育内容，创新医德教育形式

首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医学生的特点，改变传统

的空缺理论教学实践，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之上，加强实际的应

用，老师应该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关注学生所密切关心的问

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工作，增强医德教育的效果。同时加

强医德教育方式的创新，在进行医学专业教育的同时，将医学

伦理教育深入其中，比如开展社区免费诊所活动、开展医学伦

理调查等活动。其次，医学理论作为医学生所需掌握知识的基

础，应该坚定不移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具备中国特色的理论，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最后，注重开展医学教育中理论

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老师应该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不断加强学生的理论教育，老师通过向学生展示亲身咨

询、检查、治疗等环节，使学生学习到老师在进行医学工作时

的耐心和素质教育，以培养平等、耐心和负责任地对待所有患

者的职业道德。

3.4 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力量

在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对于医学素质教育发挥着重要作

用，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自媒体的力量，加强对医德教育的开

展，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网络渠道。首先，可以通过医学

院校的网站做医德教育的宣传。医德宣传的主要群体定位是医学

生，既要注重形式、又要注重内容，从多角度出发进行网络医

学教育的宣传，对国内有关救死扶伤英雄事迹进行宣传，加强

医学生的了解。其次，加强医学团队的合作，合理展开医学教

育，加强网络教育平台的假设。在开展医学教育中，充分发挥

各个主体的作用，包括医学导师、教师、思政老师和辅导员

等，形成主力群体开展医德教育的宣传工作，借助网络平台弘

扬医学道德理念，提升医学生对医德教育的认知程度，加强与

医学生的联系，形成具备中国特色的医学道德。

4  结语

开展医学伦理教育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对提升我国医

学生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医学生的健康发展。

教学先教德，学习先学德。医德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医学教育的开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医学教育模

式下，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医学教

育开展提供坚实基础，加强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联系程度，

提升疾病治疗的效率。因此，重视医学教育据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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