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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医精神"情"元素在医学生人文素养中的培育 
张丛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哈尔滨  156100） 

摘要：对于红医精神的理解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特殊的文化形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形

的内在力量。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红医精神有着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情"元素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元

素，将红医精神和"情"元素融合在一起，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相对无形的医学力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形的红色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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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院校在对医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只是单纯的针对医学

的相关知识理论进行教育，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当前学习情况以及社

会的发展情况，了解社会对于学生的实际要求，真正在医学生的教

育中开展人文素养的培训。将红医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

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学科素养，在新时代发展中注入全新的教育内

涵。真正凸显现时代意义的价值和时代的价值，全面提高学生的专

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一、红医精神"情"元素在医学生人文素养中培育的相关概述 

（一）红医精神 

其实对于红医精神，有相关的书籍提出了专业的讲解。红医精

神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伟大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一

种价值信念和价值取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工作作风和

专业技术，是由多种思想组合在一起的多维度的思想体系。红医精

神 早是起源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成熟和扩大。

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直贯穿于中国革命发展至今。

红医精神可以看作是医疗精神和工作精神的结合体， 大的特点是"

情"元素。爱国的红色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的忠诚和热爱，是对

爱国主义的热爱。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实践者，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的为祖国服务，所以红医精神也是全心全意地

为中国共产党服务。所以对于红医精神的思想根基也可以理解成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信仰，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及对于人民的

热爱。红医精神的自律性更强，整体的道德标准和道德意识更高，

对于个人的要求也更加的严格。所以在对医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要真正将红医精神贯穿到日常的人文教育中，要对学生提出更高的

要求，同时要求学生给自己制定更高的学习目标和发展目标。了解

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真正凸显红医精神在医学界教育中的实际

价值。 

（二）"情"元素 

"情"元素在古代医患关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核心位置，包括到

现在，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在和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不能

只是单纯的对一些医学知识进行分析，还应该真正融会贯通一些"

情"元素。真正仁爱的医学教育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医者之情，能够真

正关爱患者，让医者能够自觉地行动起来。中国人自古至今都非常

重视情字，所以"情"元素也直接融会贯通到了医患关系中，"情"元

素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托付的伦理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医患之

情。对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情"元素的融入和培养不是

一蹴而就的。要想培养仁爱的医疗工作者，就需要从学生时代对学

生的思维关系进行培育，要真正重视学生的培养。要了解教育的核

心内容和核心元素，既要做好医疗工作者的本身工作，还要真正传

承中国共产党那种绝对忠诚的情感。要全面提高自身的医疗能力，

同时要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能将医疗过程看作是情感机遇和

温暖的一种体现，要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真正展现红医精神内涵

的一种人爱精神和博爱精神。学校要了解当前医疗工作者工作的主

要内容，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和情理进行设计。不能只是一味地进行

简单的医疗学习，还应该真正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要从不同的

角度出发，要有与患者共同决策的能力。还应该真正具备建立在情

感志向的情谊，这样能够更加凸显人性的关怀，也能够凸显中国特

色和医疗决策的指导思想。要真正做好医疗管理工作，全面提高舆

论的引导能力。 

二、红医精神中"情"元素的挖掘 

（一）对党绝对的忠诚 

在任何时代，中国共产党都引导着我们进步和发展，我们在任

何时代都应该遵循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脚步。所以在对"情"元素进行

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也应该真正将质量工程的相关理念和相关的

理论知识贯穿到医学生的教育中。在当时解放战争时期，医疗卫生

工作人员能够工作的环境非常的简陋。但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依旧

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救治伤员和群众。

回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医都是切切实实的服务于革命的

战争。任何时代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真正感受到红医精神的力量，医

疗工作者们为战争的胜利提供者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在任何时候

都没有退缩。包括后续新中国成立之后，也经历过一些灾难。但是

中国共产党依旧义无反顾地冲在 前面，依旧利于用中国共产党那

种独特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无数医疗工作者绝不退缩。任何时候在

任何灾难面前都能够挺身而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模范带头作用的

一种体现。就像吴孟超同志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在

任何时候都要绝对的忠诚，中国共产党绝对的忠诚和支持国家的事

业发展。吴孟超同志就真正展现了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坚定形象，在

这些红医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坚定不移的中国共产党的理

想信念和绝对的对党的忠诚的情感和思想。 

（二）任何时候都能绝对救死扶伤的道德情感 

对于医疗工作者来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仁

术”。要真正反映出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除了要完成自己的职位职

责之外，还要真正展现出那种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实马克

思恩格斯也针对大爱无疆的道德情感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医疗

工作者应该在医疗卫生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毛泽东卫生间。精

神实在就是毛泽东卫生精神的一种延伸，也是在毛泽东卫生精神领

导下所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凸显着就是富商大爱无疆

的道德情感，所以红医的三大行一原则就是要真正为所有人治病，

要治所有的病，要尽心尽职地治病疗伤。在革命战争年代，环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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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艰苦，救助条件也非常的差。在战争时期，医疗工作者就遵循

了“以仁为先”的原则。对于日本俘虏也是一视同仁，对他们进行

救助这种行为也真正彰显了红医的革命主义人道精神和中国医疗工

作者救死扶伤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秉承着绝对的人道主义，全心

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时构建完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系。 

（三）及时应对与处理能力 

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不

只要完善自己的医学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应对能力和处理能

力。其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了解大众情感的发展趋势。在进

行医疗救助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社会舆情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理

想要改变传统封建迷信的思想，相关医学院校在对医学生进行教育

的过程中，除了要对相关的医学知识进行重点的专业指导和教育之

外，还要从根本上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培育，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要真正对每一位患者都保持足够的尊重。要

真正感受中国共产党那种独特的红色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在当代社会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力量。仔细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卫星思

想的指导方向，要明确医疗工作者的基本责任，在救死扶伤的过程

中，除了要对患者的伤病进行救助之外，还应该对社会舆情进行正

确的引导和处理。 

三、红医精神"情"元素在医学生人文素养中的融入路径 

（一）结合现有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的政治情怀 

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言，医学行业的发展是不容忽视的，

相关院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要真正了解医学人文教育的

重要性，真正将人文教育的相关思想完善的渗透到日常的医学教育

中。医学生能够了解到红医精神的相关内容，了解红医精神中"情"

元素。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提

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真正将人文教育置于学习的重要位

置和核心位置。要找出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教育者也应该

对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合理的设计。 对学生进行红医精神熏陶和

培育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也

是红医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红医精神的政治灵魂，也是每一位

医疗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的一种理想信念。教育者在对学生进行思政

教育的过程中，要大力地弘扬红医精神，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分析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制定完善的

教育管理机制和长效机制。要不断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

程中，要结合当前教育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团课。要利

用学校现有的红色教育资源，结合一些典型的教育案例，对学生进

行切实的教育和指导。在对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不断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帮助学生树立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还要重视

一些红医精神的融入和传承，也要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

践活动中，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时候能够真正感受到那种独特

的红医精神。要真正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医疗工作者，要真正培养

对党忠诚的医学人才。 

（二）激发学生大爱无疆的道德情感 

院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要了解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要从多方面的角度出发，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感进行培养。平总书

记提出的基本的教育要求，要保证医学工作者具有救死扶伤和大爱

无疆的情感。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积极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唤醒学生的同情心。现代化的教育作为教学的基础，让学生能够真

正有能力进行想象，同时能够设身处地地替病人着想。院校方面在

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要积极开展相关的仁爱教育，让学生能

够意识到红色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真正给学生展示红色精神的相关

教育价值。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人文主义精

神和医学精神。开展临床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一

定的医患意识。要结合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对学生的教育思想进

行指导，让学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医学的学习中，并且又将一些

人还加强将参与化学的始终，并且让学生能够将这些精神贯穿到自

己后续的职业生涯中。在任何阶段的教育中，学生的思想培养都是

非常重要的，教育者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 

（三）增强医学生的决策能力 

从当前的教育情况来看，培养学生的医疗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

的，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和优化，要加

大临床实践的教学力度，同时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其能够真

正成为当前教学的实践和反应。经研究当前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相关

要求，培养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专业能力，同时也要做好医学人文知

识的内化。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合理地设计一些教学情境，分析红

色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真正将红色精神融入到社交发展的

背景之下。在设计的过程中要激发红色精神的实际底蕴，为教学提

供一定的资源，在课堂上要加大课堂教学的力度。通过有趣的教学，

全面增强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和实践能力，在思维方面，教师要

结合实际的教学案例，做好情景模拟教学工作，同时要做好发展课

堂的研究工作。不断对学生的思维意识进行引导，积极对学生进行

思维训练，通过高度仿真的模拟训练，提高教学的实践性，同时要

做好实际的教学训练。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遵循重复性和可控性的

原则，增强学生临床决策能力的培养。从进行技能培养的过程中，

要合理地设计教学结构，实现学生教学思维的转换，让学生能够将

思维融入到自己的实际技能。而且当前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基本

能力，要对学生的思维意识进行引导，培养学生的思维意识和哲学。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应该加大正确的舆论引导力，学生能够

真正感受到红医精神，并且可以在红医中真正凸显出“情”元素。

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思维意识进行引导，让学生能够坚持科

学的精神和伦理精神，将各种正能量的精神整合在一起，加大各种

医学知识的宣传力度，要从根本上意识到救助的重要性。充分发挥

示范作用和专业性作用，让学生能够有更强的尊重和包容的理念。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人文教育中，教育者要强调"情"元素要真正培养

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要真正在红医精神提取"情"元素。

教育者应该研究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加大医学实践教育力度，真

正将一些现代化的教育元素融入到人文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操作能力，真正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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