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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国际医生交流与互

动，帮助我国医学人才学习国外医学案例和医学发展趋

势，为我国医学带来新的研究途径，高职医学英语被高

职教育高度重视，各个高职类医科学院都开设了高职医

学英语教学课程。1 高职医学英语是一门融合了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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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是一门将医学和英语相融合的学科。

在英语中，学生人文知识的积累和人文素养的提高是其

主要目的。而医疗以救死扶伤为最终目的，其基本性质

是人性，其最终的价值在于医者的人文主义。因而，将

人文要素教育融入到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是一门课程

的基本性质。医学院校的人文要素教育主要是通过培育

医学生的内心世界，培育他们的人文关怀，使他们能够

更好地感受和了解人文，并在行医过程中体现人文思想，

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医学道德与社会价值的评判和选择的

能力，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全面的提升。

一、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要素教育的必

要性

1. 人文要素教育能够提高医学生的道德品质

医德体现于人心，体现于医学者的道德层面，而

人文要素教育有利于提高医学生的道德品质。优秀医学

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要素教育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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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人文要素教育渗透于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有利于培养医学专业学生的人文思想与关怀精神，能够帮助

医学生更深刻的了解“医学”概念，明确医患关系的平等，进而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平等、公平的方式对待不同患者。

本文基于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要素教育的重要性，对如何在高职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要素教育进行了详细

阐述，认为可通过语言的方式传递人文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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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 elements penetrates the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to cultivat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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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须具有一种源自于人本的医学精神。希波克拉底是

一位医学家，他始终认为，医生应该把病人的性命放在

第一位，要始终服务于病人，他说“不管什么时候，我

都会把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绝不做不善之举。”中

国《黄帝内经》中也有相同的思想，认为医学的本质是

将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素问》中也多次告诫医生，

在医术上，犹如面对一道深渊，须小心谨慎，切勿心不

在焉，必须集中精神，全力以赴。唐朝孙思邈的名著

《大医精诚》，告诫医师要以仁爱为上，认为所有名医，

都要沉住气，不要存贪婪之心，应以慈悲为怀，拯救受

难的人。可以说，在数千年之前，中医界还没有发展起

来，但是在各自的医者心目中，对医学的看法都大体一

致，都有着将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人文精神。

它凝聚着对人生的关怀和尊敬，是医者心灵的体现。身

为医务人员，作为患者的希望，应该以“济世救人，以

仁爱为本”，在行医就难的过程中体现人文精神，表现

生命价值。

2. 语言教育能够帮助医医务人员增加疗愈能力

语言是人类独特的思维反映和情绪的载体。随着医

疗事业的全球化，国际医务人员会为世界各地的病人提

供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英语也将成为他们与病人进行

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且，在医学领域不断拓展的同时，

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也从单纯的医学技术到医学深度其他

领域的发展，如精神疗法等其它的辅助性疗法也越来越

明显。有研究者建议：通过语言、阅读、聆听、创作等

辅助疗法能够治疗患者的心理，患者心理加以引导。“医

者，仁也。”通过语言可以帮助患者舒缓精神压力，有

痛苦移情的功能，引起患者病痛。比如，精神问题的抑

郁患者，或者是老年人的忧郁症，他们更多地是孤独和

敏感的，需要关爱，神经脆弱也需要医护人员耐心引导。

积极的对话内容可以让病人感到被关爱，而不恰当的语

言，就会刺激到病人的神经，使病人的情况更加糟糕，

所以语言在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交流中非常重要。另

外，在医患互动中，言语的功能也不容小视。医务人员

在接受国际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其所受到的文化背景、

价值观、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

同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会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产生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需要

借助言语沟通建立医患情感，让患者更信任医生，听从

医生吩咐，有助于病情缓解以及康复。

二、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要素教育的实践

高职医学英语教师应具备正确的教育理念，从教学

思想、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着手，进行以语言为载体的

人文要素教育，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渗透人文精神，培

养学生道德情操和共情能力，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实践。

1. 从教师着手，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高职医学英语教师要确立“人心向学”的教育理念

和思想，使学生、学者、学术三者有机结合，彼此依存、

互相制约。首先，要想提升高职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必

须从增强教师的整体素质入手。对英语老师来说，学习

人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

通过学习综合性知识不断充实教师的知识体系，用教师

特有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学识修养来影响和感染学生，

成为学生的榜样。在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以医学者居

多，而医学者则有很大的机会从事临床工作，从事与患

者相关的工作。对此，学校应担负着“救死扶伤”教育

思想的任务，把人文要素教育与生活的教学结合起来，

体现教育价值。要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人本化”教

育，首先要从“教学之源”即“教师”入手，只有教师

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观念，才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2. 从学生自身着手，提高学生细心和耐心

医患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关系相一致，

都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和体谅，医生希望患者能够信任、

尊重自己，而患者则希望医生能够关心自己，体谅自己，

而要想真正的实现关心和尊重，就必须从小处着手。就

拿一所学校的英语课来说，为了尽快地记住所有同学的

名字，班主任收集了全班同学的相片，再按照顺序将他

们的名字写进了名单。在课堂上，这名教师会将这些照

片和他们的姓名一一对照，帮助以及在课堂上记住学生

们的姓名。可以想像，在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惊讶地

看到自己的姓名被教师所铭记，感觉受到了重视和尊重。

这一举动虽小，却正好反映出这名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负

责和对自己的学生的关心。医务人员也是如此，要想获

得患者的尊重，首先需要从细小处着手，给予必要的信

心和耐心，给予患者尊重的途径，从而达到互相赞赏的

状态。

3. 发掘英语教科书中的人文元素，将人文精神融入

到课堂中

人文要素教育除了需要教师做出努力之外，教材

也需要规划好内容，为配合教师做准备。英语教材案

例分析中可以融入人文思想，在案例或阅读教学中潜

移 默 化 的 方 式 培 养 学 生 人 文 精 神。 例 如 以《21 世 纪

大学英语应用型综合教程》为例，在进行“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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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ing”、 课 文 教 学 时， 老 师 可 以 带 领 同 学 们

进行分组交流，探索志愿精神、英雄、价值观、勇敢

概念，从而激发他们对志愿服务的兴趣。或者在进行

“Communication”、“Innovation”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

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沟通才是有效的沟

通？”针对沟通问题，学生毕业后进入岗位需要每天面

临与患者之间、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沟通，为提高沟通效

率，引导学生提高沟通效率非常必要。“Aging Society”

课文与本文所探讨的医学行业有紧密联系。目前我国社会

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这一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教师可

以通过引导学生探讨的方式，帮助学生提高服务老年人工

作意识，为今后从事医疗行业面对老年人问题服务。

4. 充分利用英语听说读写教学环节，渗透人文思想

教育

提高医学生的文化素养以及人文精神，是英语课程

教学的重要内容。英语课程虽然不是系统的思政课程，

但也需要贯通“课程思政”的模式，在课堂上通过听说

读写教学，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例如，在进行听力教学

时，英语教师可以利用人文知识和外国的医疗记录，在

课堂上引导学生思考关于“安乐死”和医患关系的医疗

问题，并要求学生积极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可以

提高他们的辨证思维和口语能力，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理解未来的工作。在读书上，老师可以建议同学们多

读一些与医学、人文有关的书籍。透过英语文学书籍，

可以引导学生自由阅读和探讨，一来，提高学生对医学

的认可度，帮助学生拓展阅读范围，提高英语单词量；

二来，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如何聆听和尊重病人，引导学

生重视病人的感受。此外。老师也可以利用与医疗有关

的主题来指导英语写作，从而提高他们的英语写作水平。

5. 结合学生特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首先，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需要针对学生的特点

制定教学计划，明确医学专业学生未来就业方向，以及

需要学习的英语知识，并根据课时制定合理的教学安排。

医疗英语的范围很广，涵盖了从语源学到医史、基本理

论、伦理、方法论临床研究；它不仅有医学的意义，更

有着其独特的人文意蕴。教师要在教学中充分考虑到医

学生的职业特征，认真选择教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进

行思维活动。在教学中要积极地注意和搜集目前医疗行

业热点问题，并适时地进行数据库的更新。如果是伦理

类的文章，可以选择英文报刊中有关生命伦理、医患关

系、医疗制度等人文方面的内容，以丰富有关英文的词

语和表述。让同学们结合实践，用英语进行有关问题的

探讨，既可以提高他们的语言技能，又可以拓宽他们的

眼界，提高他们对当前社会的一些问题的理解，这是一

种很好的思考和学习的方法，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

一种人文的实用主义。

6. 发散创新思维，灵活调动教学手段

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资讯大爆发的今天，许

多教育方法都出现了创新，以往的课堂分析、教学知识

灌输课都无法适应新课程的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常用

的方法有：“多模式”，即“视觉、听觉、嗅觉”；通过

触觉等多种感觉的激发，使其对所学的知识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同时，随着软件的不断开发，越来越多的教

师借助多媒体功能，开设了微课教学课堂，实现了翻转

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中，教学的素材不再局限于传统

的课本和资料上，同时也可以纳入网上的教学资源如音

乐、视频、图片等。如果是为医学生而设，当说明医务

人员的使命时，可以以照片的方式呈现外国医院的校

训；在讲述医务人员道德的过程中，可以参考近年来一

部热门的医疗题材影视剧《实习医生格蕾》，该剧讲述

了主角面对生死、善与恶的选择，展现了他的人格魅

力；在讨论医务人员的职业操守及操守规范时，可结合

临床实例，例如美国神经科医师 KLAWANS 所著的纪录

文献中，有一位医师没有告诉患者实施特定外科介入会

造成的结果而造成患者瘫痪。同时，BERNAT 中也有一

篇有关知情同意的论文，以方便同学们在课堂上进行学

习，帮助学生知道病人对自己身体和病情是具备知情权

的。老师们也可以把在线的开放式资料结合起来，比如

选择哈佛《公平与公正》课程，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进

行关于医疗道德的演讲，并在课堂上进行有关问题的探

讨。在介绍医学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与沟通时，可以通

过设置场景剧来进行仿真，由学生扮演医务人员和病人

角色，从家庭成员的角度出发，体会到医学工作中人性

化的重要性。

三、结语

将人文思想融入并渗透到高职医学英语教学中，是

提升医学生的整体素质的一项重大措施。在进行教学时，

教师要认真选择教材，认真地组织每一个教学环节，运

用多种方法实施。教师也要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文素

养，实现人文内涵的潜移默化影响。与此同时，医疗英

语专业的教学管理也应积极推进人本主义教育，并在医

疗英语的课堂中构建评价和反馈机制。通过建立实用的

教学评价体系，可以考察学习过程中的学生情绪变化、

学习动机和专业道德意识的提高，从而保证在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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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落实人文要素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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