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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欧美国家便开始强调人文精神在医学

教育中的应用，旨在同时发扬医学作为科学和人文学的价值，由
此可见，学校和教师有必要在儿科学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使得
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能够掌握人文精神的运用
方向和价值，从而令学生的学习思想和从业思想得到升华完善。

1  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儿科学的教学意义
1.1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具有临床经验，这表示教师自身已经具

备了良好的人文素养，能够引导学生掌握与患者及其家长的沟通
技巧，这为医学人文教育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奠定了良好基
础，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感[1]。具体来讲，教师能够
留意人文教育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例如，在天气较为寒冷
的时候，教师在对患者进行检查前，可以先将双手搓热，这样
能够提高患者就诊的舒适程度，同时展现了对患者的充分关爱，
学生看到教师这样做之后，自然也就能够进一步学习和发扬。

1.2  解决儿科科室临床矛盾
儿科科室患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儿童无法像成年

人一样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这表示医护人员往往不能够通过患
者描述来获取有价值的临床信息，这便会增加儿科科室矛盾的发
生概率。当医学人文教育与儿科学教学相结合之后，教师能够
引导学生学习人文思想，有利于推动人文思想在日后临床中的应
用，从而彰显了对患者的绝对关怀，不但能够提高患者及家长
对于临床工作的配合程度，还能够提高患者及家长对医护工作人
员的满意程度。

1.3凸显沟通交流的价值
沟通一向是临床中较为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在儿科科室中，

这是因为患者由于年龄和认知原因，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沟通不到
位和不及时情况。而在医学人文理念的引导下，学生能够掌握灵
活的临床沟通技巧和方式，从而做到对医患关系的正确处理，尽
量通过专业的技巧和有效的沟通在与患者的交流中获得有价值信
息，从而进一步实现沟通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价值。例如，教师
可以通过医学人文教育来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具体包括保护性
医疗原则、沟通事项等。

2  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儿科学的教学策略
2.1优化教学课程设计思路
学校需要充分发挥儿科学传统理念和现代教学方式的融合优

势，实现对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探讨，从而优化教学课程设计思路，
具体策略如下。第一，学校可以将人文关怀、儿科学临床研究成
就、国家相关政策、儿科科室感人事迹等内容，按照适当的比例
添加到各个章节教学课程中；并且通过图片、文字、视频、音频
等多样化模式，实现对教学案例、临床病例的真实展现；同时通
过自由讨论、演讲示范、教授等形式，就教学内容开展对学生的
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学校可以在儿科学教学课程中展现人文关
怀对于儿科科室的重要性，令学生意识到儿童在社会上处于弱势
地位，应当得到更多关注和关怀[2]。

2.2完善教学内容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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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实现医学人文教育与儿科学教学的充分融合，学校需要
制定较为完善的教学内容设计方案，实现对儿科学临床知识、人
文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内容中的充分展现及合理应用，
具体设计方案如下。第一，介绍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儿科学发展历
史及主要成就，讲述我国现阶段关于儿科学的相关法律法规；第
二，介绍本校儿科学的发展过程及知名教师和专家的优秀事迹，
以及学校为国家儿科临床研究获得的成就和荣誉；第三，开展对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确保学生能够充分学习
人文沟通方式和医患沟通技巧；第四，开展专业儿科学专业知识
教学，并且进一步巩固进人文素质和思想政治教育。

2.3丰富教学工作开展形式
考虑到儿科学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学校需要以学生为中

心采取多样化家教学工作开展形式，从而提高专业课教学的趣味
性和活泼性，不但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实际上也展示了医
学人文教育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具体策略如下。教师在儿科学
临床教学中，能够运用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传统传授教学等
多种教学方式，以此来加深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印象。例如，教
师在讲解“麻疹”、“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知识时，可以先通过多
媒体让学生了解到我国目前在各类常见儿科传染疾病防治方面获
得的成就，以及政府在疾病防治方面下达的政策，这样能够将学
生带入到学习状态中，从而获得更为显著的教学效果。

2.4提高教师团队人文素养
儿科学教学工作的执行主体是教师，教师的人文素质直接关

系到了儿科学教学效率和质量，也关系到了医学人文教育与儿科
学教学的融合效果，这表示学校需要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具体
策略如下。第一，学校可以培养儿科学教师的观察意识和能力，这
是因为儿科可是对于医护人员观察能力的要求要高于成人科室，
只有教师具备了足够的观察能力和人文情怀，才能够言传身教地
将人文精神带入到教学工作中，从而做好学生在学习和今后工作
中的榜样。第二，学校可以强化对儿科学教师的继续教育，通过
定期开展培训、制定网络课程、集体备课等方式，不断提高教师
对于儿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3  结束语
综上，学校可以通过优化教学课程设计思路、完善教学内

容设计方案、丰富教学工作开展形式等策略，实现医学人文教育
在儿科学教学中的科学融入，真正培养学生以患者为中心、以人
本理念为服务宗旨的良好品质，推动儿科学教与思政教学的融合，
从而获得更为显著的教学效果，为我国医学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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