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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文关怀的医学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探析  
◆魏晓波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漯河  462002） 

 
摘要：人文关怀是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中重要的一个内容。目前我国部

分医学院校职业素养教育中人文关怀缺失，导致教育效果欠佳。未来的

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关心人、爱护人，向患者提供人文的、精神的、情

感的能力，以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维护患者的人格和尊严。通过坚持

立德树人，加强职业道德养成教育；弘扬“仁爱精神”，培育学生的“感

恩意识”；加强实践锻炼，提升医学院校学生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等等，

可以有效提升医学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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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还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
设”，这是进入新时代，立足新方位，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指
针。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务工作者，肩负着健康中国战略的重任。
医学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专业知识丰富、专业技术过硬的医学
生，更要培养具有救死扶伤精神的优秀医学人才。因此加强医学
生职业素养教育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及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
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医学院校职业素养教育现状分析 
1.1 学校层面：部分院校对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重视程度不

够 
“医学教育，德育为先”，虽然不少医学院校在这一根本教

学任务上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有部分医学院校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不论在师资引进、课程研发、课程设置、财力投资等方面，
还是在人才培养方案设定等方面，都侧重于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教学上，而对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不够重视，没有通过人才培
养方案的修订等措施，改变这一现状。 

1.2 教学层面：在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中人文关怀渗透不够 
一些医学院校在教育内容上偏重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都

带有一定程度的“功利性”色彩，无法凸显医学本身具有的“人
情味”“人性化”本质。目前，医学课程人文文化欠缺、实验实
训人文文化薄弱、临床实践人文文化不足、校园医学人文文化氛
围不浓厚等现象，严重消弱医学生素质教育手段和途径的可行
性。 

1.3 学生层面：医学生对职业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目前，医疗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时，不但要考察候选人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也更注重候选者的奉献精神、人文关怀精神、敬
业精神、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的考量和观察。但部分
医学生偏重医学知识、技能的学习，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带有一定
的功利化倾向，更致使医学生人文知识储备不足、创新力不够、
职业素养相对不高等问题。 

2．人文关怀在医学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育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社会对医务
工作者的要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医务工作者不仅应掌握过硬的
医疗专业技术知识，向患者提供良好的医疗专业技术服务，同时
必须具有关心人、爱护人，向患者提供人文的、精神的、情感的
服务，以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维护患者的人格和尊严。 

2.1 人文关怀是医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医者是“仁者”，医学被

认为是最具人文关怀精神的学科。医学人文关怀不仅有助于学生
不断发展、提升和完善自我，而且还能促使学生自觉追求“真、
善、美”，自觉的维护好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良好关
系。“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因为它面对的是人、是人的

生命、是人的健康，是关乎人最切身利益的。作为“仁者”，在
具备科学精神的同时，必须具备人文关怀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
自身德才兼备，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全面的发展。 

2.2 人文关怀是医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 
医学生未来发展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更多的取决于在校期

间人文关怀的渗透。对于医学生而言，医学人文关怀是医学生未
来职业发展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教育学生仁爱、奉献的职业操守、
培养学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学担当，是非常重要的，这是
推动医学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只有在内心时刻拥有这份
责任感，才能不断的推动医学技术向更高、更强、更科学的方向
不断发展。 

2.3 人文关怀是医学生医患沟通的需要 
医患关系之所以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有医疗体制的缺点与不

足，但与医生的人文关怀不无干系。 进入新时代，重视医学生
的人文关怀理念是缓解医患矛盾的有效途径。倡导医学生在治病
救人的过程中，能够多为患者考虑，体谅患者及家属求医时焦急
的心情，及时有效准确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任何一个患者都会
感谢医生，因为在求医之前，没有患者是怀着一个报复的心情来
对待医生。 

3.基于人文关怀的医学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策略 
3.1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职业道德养成教育 
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立德树人”

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医学生的优秀品德和素养应从基本道德规范
做起。医者仁爱，医生不仅仅要学会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在治
病救人的整个过程中要渗透着高尚的道德与品行。所谓的仁爱正
是对医生这种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医学院校在培养和教育
学生的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医学生具有较高的医疗水准、医学理
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品质、具备广博的人
文社科素养。为深化学生的基本行为规范，应引导学生共同制定
班级纪律与行为准则，对学生的道德自律加以内化和固化，培育
学生“慎独”精神。这不仅促进学生在漫长艰辛的求学路上，耐
住寂寞，潜心做究，更督促他们在工作中能守住道德底线，固守
好道德良知。 

3.2 弘扬“仁爱精神”，培育学生的“感恩意识” 
医学是“人学”，医术是“仁术”，医者是“仁爱之士”，“仁

爱”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宗旨，它提倡人与人相爱，同情
人、帮助人、尊重人的价值。医生是仁爱之士，因此医学院校要
积极倡导和弘扬“仁爱精神”，督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进而培养医学生的“仁爱精神”。 

感恩是一种优秀美德，是一种善于发现并享受感动的思想境
界，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崇高体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
毁伤，孝之始也。”医学院校要引导学生体会母爱父爱的伟大，
懂得珍惜亲情，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进而引领学生从感恩自己
的父母开始，感恩老师，感恩社会，感恩大自然，使这种感恩意
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责任，是他们懂得“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做人的起码修养和道德准则。 

3.3 加强实践锻炼，提升医学院校学生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
识 
首先要积极引导医学生参与志愿活动。通过志愿活动不仅体现出
志愿者的慈善为怀、乐善好施的优良品质，更是拉近人之间的心
灵距离，传递文明促进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医者是“仁者”，是
最具爱心、同情心、怜悯心的社会群体，志愿者活动对医学生的
影响更是弥足珍贵。通过《志愿者服务活动手册》记录每个学生
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情况，同时载入学生档案，激励引导学生主动



2019 年 5 月（总第 201 期） 

 32 

高教研究 

参与志愿者服务，培养学生奉献精神，提升学生社会担当。 
其次，要引导医学生扎根基层。医学生在基层工作既能培养

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和作风，也感受民情之多彩，生
活之丰富，更是爱国主义精神培育渠道之一。“滴水之恩，涌泉
相报”，受恩于国家的培养，理应回报国家，学以致用、奉献自
己，在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与担当
精神。 

再次，要带领学生普及医疗卫生知识。“大卫生，大健康”
理念渐入人心，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虽取得不少成就，但患者对医
疗服务期望值过高、医患双方医学信息不对称、医生掌握着话语
权和诊疗过程的垄断权等原因，无法使得医患双方进行顺畅和谐
的沟通。在诸多原因中，患者对医疗卫生行业、疾病预防常识、
医生工作状态等都存在很大程度的认知不足。医学院校要积极开
展医疗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医学生在基层和贫困地区开展研究，
普及健康知识；鼓励医学生参加义诊，导医等志愿者活动,既培
养学生的人文关怀精神又可以培养其服务意识、提高社会责任
感，促进学生的人文素质不断提升。 

3.4 营造良好的医学人文学习环境 
医学院校特色文化建设与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形成密切相关,

未来医务人员信守的职业道德规范、高尚的行为准则、规范的规
章制度及团队合作精神等体现医学院校的内在人文精神，让医学
生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感受到人文精神，并有意识地实践人文关
怀。在医学院校人文和文化环境的建设中,要积极反映了特色医
学文化。如医学名人的雕像,医学伦理的文化纪念碑和医疗承诺；
邀请具有精湛的医术与崇高的医德的知名专家、教授，优秀医生
与医学生进行座谈、讲课,让医学生亲身感受真正的医者风范,为
医学生营造浓厚的人文素质教育氛围，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人文
素质。 

3.5 尊重“无语体师”，培养医学生的职业精神 
“无语体师”是医学院校学子对解剖教学用遗体的独特尊

称，通过追思活动，引导学生向“无语体师”敬献小白花并鞠躬
默哀，以表达对遗体捐献者无偿献出“生命最后的礼物”的感恩、
感激之情。医学生不但应以尊重、感恩、求真务实的态度学习解
剖学，还应认识到“无语体师”不是冰冷的尸体，而是一位赋予
了生命的“老师”，进而领悟到“无语体师”用身躯继续诠释生
命意义的奉献精神，学会尊敬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为培
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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