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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学是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服务对象的一门学科，自古以来

就被誉为最具有人文意蕴的学科。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

当代社会对医学人才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不仅需要其掌握专业技

能，也越来越注重人文情感的培养，因为后者更是关乎医德的

水平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出的医学生不但是

临床医师最主要的后备军，更是未来医学科研、教学和医疗工

作的骨干力量。他们对医学人文素养的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未来医疗实践的人文素养水平。本文从医学人文素养培育

的意义及重要性出发, 结合笔者所在医学院校开展经典阅读的情

况, 探究在医学院校培育人文素养和医德教育的路径。

1　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意义和重要性

1.1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意义

医学是济世救人之术，医学教育培养的是具有人文品格医学

工作者，医学人文素养是医学教育的灵魂和根基。培育医学生

的医学人文素养, 不仅可以引导医学生关注医学的目的、树立以

人为本的理念, 帮助医学生认识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 还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1.2 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性

国家对医学生的总体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医学人文精神与科

学精神相结合的一定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为了适应21世纪医学

发展的趋势和医学模式的转变，我们应该树立以提高医学生的综

合素质为中心，融知识、能力、人文素养为一体的教学观念。医

学人文与医学科学两者相辅相成, 没有人文内涵的医学是冰冷的;

没有科学技术的医学是不切实际的, 人文素养作为医学生的必备

素养之一, 越来越受到高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领域的关注。为此, 只

有将医学人文教育纳入医学生的培育过程, 营造浓厚的医学人文

氛围, 并采用有效的教育手段, 才能培育出具有岗位胜任力的新

时代合格医学生。

2　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2.1医学院校重视医学知识学习，忽视医学人文素养的培育

医学人文素养课程是医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目前我国

部分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仍旧以医学科学知识和实践技能

为主，医学生在学校期间所接受的多是医学专业教育和学习。另

外受我国社会普遍重视实用技术的影响，医学往往更看重医学实

用层面的学习和掌握，急功近利，忽视了医学的本质是关爱生命、

为人服务的深层价值内涵，人文科学对他们来说显得无足轻重。

研究显示, 在国外一些医学人文教育相对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 医

学人文课程课时比例占据医学生培养总课时的20%以上, 开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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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疗管理、医

学法学等医学人文核心课程, 其中哈佛大学医学院将医患关系教

育贯穿整个医学教育的前两年半的课程中。

2.2强调医德理论的重要，忽略与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大多数医学院校，对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以医学伦理

学课堂教学的形式为主，部分学生对理论学习的重视是建立在因

为课程结束时需要考试的基础上，学生是为了考试而学，并没有

真正提升个人的医学人文素养。而医德教育的真正母的不仅仅是

作为一门课程来完成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用理论来指导医学生

今后所要面临的临床实践，但部分医学生的表现背离了医德教育

的初衷。

3　医学高校医学人文素养培育路径探究

3.1研究方法

笔者所在的海南医学院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医学高等院校，我

们通过问卷调查和学生座谈的方式研究了医学生专业课程的情况

和经典图书的阅读情况，医学生普遍由于专业课程较为繁重而没

有太多时间阅读经典图书，因此在人文素养的培育基本上是以大

学课堂的通识教育一带而过的，因此对于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系

统性和专业性是较为缺失的。本项目以经典图书的阅读推广活动

为桥梁，融入我校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经

典图书分享会及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与同学们共读经典图

书，探讨生命教育、医学伦理、医患关系等医学人文主题，借此

来提升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

3.2实证研究

自2018年10月起，我校图书馆开展以“月读·阅读·悦读”

为主题的经典图书阅读推广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对经典图书的阅

读推广活动，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将医学人文观念根植于医

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而引导医学生真正地理解医学, 理解

序号 主题 时间 地点 活动人数

1 我心中的经典书 2018.10.13 经典阅览室 23

2 《小王子》 2018.11.10 会议室 40

3 诗与远方 2018.12.22 学术报报告厅 51

4 《新月集》 2019.4.21 国际报告厅 354

5 《局外人》 2019.6.9 会议室 270

6
妙笔仁心书经典
之《论语》

2019.11-12月 信息共享空间 328

总计： 1066

表一       “月读·阅读·悦读”经典图书阅读推广系列活动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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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该系列活动每期一个主题，从馆藏图书中遴选出经典图书，

以不同的形式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形式有传统的现场交流

会、欣赏经典影视作品、朗读亭朗诵、现场大型朗诵比赛、软

硬笔书写经典篇章等，活动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次到后期的百余

人次的积极参与，影响了越来越的医学生广泛参与到经典图书阅

读的活动中，自项目开展两年以来总计参与活动人数已逾千人，

经典图书阅读活动品牌已经初步形成。

3.3经典阅读推广模式

我们经典阅读推广模式采取以图书馆为平台，联合校团委、

义务馆员协会及社团联合会等各方团体协同开展，以扩大经典阅

读推广活动的群体和影响力。比如早期的“我心中的经典书”

主要以义务馆员为活动发起人，以座谈的形式了解同学们对于经

典书的理解和阅读的情况。《小王子》与“诗与远方”主题

活动将阅读群体扩大到义务馆员以外的其他医学生，活动影响力

逐渐提高。《新月集》泰戈尔诗朗诵大赛则是联合了国际教育

学院，吸引了广大留学生群体的参与，活动人次也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局外人》以现场和网络征集读后感的形式也吸

引了众多的经典图书爱好者。《论语》经典篇章的书写活动则

是联合我校书画协会，以软硬笔书写的形式吸引读者抄写经典篇

章，并展览其书法作品，也吸引了广泛的学生参与。

因此，我们通过不同形式的经典图书阅读推广模式，唤起

了医学生对于经典图书阅读的热情和积极的参与度，通过对经典

书籍的阅读、朗诵、书写、讨论，结合师生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也对医德问题、生命教育、爱的教育、医学人文教育等多

个主题的深入探讨，促进医学生认识医学人文、实践医学人文,

涵养医学人文、传递医学人文, 助力培育新时代具有较强岗位胜

任力和较高医学人文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人才。

4　关于医学人文素养与医德教育的几点思考

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必须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维

护行业医德。与其他教育机构相比，医学培训尤为重要，因为

它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的疾病，关注人的生命。医学人文教

育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卫生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它也是医学院校的必修课，

培养合格的医护人员。

4.1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医学院校应转变教学观念，重专业轻德育，加强医学心理

教育，注重德育。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比教他知识和技能重

要得多。为构建以医学人文学科和医学专业为基础的人文素质教

育课程体系，通过医学科学知识的传授注入医学人文精神，通

过保持医学生的人文心态注入人文精神，实现人文教育与培养的

一体化。只有这样，医学生才能正确认识到技术是最重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开创医德医风建设的新天地。

4.2开设相关显性课程

为拓宽学生的人文知识面，为弘扬学生的人文精神打下基

础，开设文学欣赏、音乐欣赏、医学史等课程，医学伦理学

和卫生法应纳入医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改革和整合现有的人道主

义课程。想学习人文素质课程的学生和忽视人文素质课程的学

生，要注意通过学分要求。从多方面渗透学生的职业素质和人

文素质，进而影响学生的医德医风。

4.3重视隐性课程的作用

隐性教育的作用是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实现的，是在

无形的教育中实现的，这是人文素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它包括校园文化、社团活动、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

本文中所开展的经典图书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正是通过与学校团

委、学术社团联合开展的形式丰富多样的活动，整体纳入我校

第二课堂的管理，使学术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医学人文素养，为

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打下基础。在医科院校中着力营造高品位的

隐性课程的校园特色文化，是提高医学生思想觉悟的重要渠道，

是完善医科学生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其适应

能力和交往能力发展健全人格的有效途径。

4.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教师队伍是关键。传统模式教育培

养的单一型知识结构的教师必须向综合型转化。新型的教师应当

具备扎实的本学科基本功，具备相近学科的交叉能力，同时还

应具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综合能力。学校可以有计划

的开展培训工作，举办人文学科知识讲座，同时整合全院人文

学科师资，鼓励和动员医学教师在医学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

联手进行医学人文学科建设。

5  结语

作为新时代、新形式下的医学院校须深刻认识医学人文教育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破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形成以拓宽专

业口径，增加创新适应能力，加强学校的医学人文学科建设，

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为主体的新理念，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同时突出医德、作为医学教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医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来获取医学人文素养知识，但更重

要的是将这些知识内化、升华为行医品格。一个良好的医学人

文素养培育环境可以帮助医学生更好的培养医学人文素养，但医

学人文素养的培育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医学人文素养现

状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改善。在医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医学人

文精神与医学学科都不可分割。人文素养是医学人文教育的终极

追求，和谐的医疗环境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也需要政府和

全社会的共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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