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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域下的医学生仁爱精神的培育 

赵  月  史  敏  李  莹  魏  琪  李  倩 

西安培华学院医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医学生仁爱精神培育是新时代立德树人视域下熠熠生辉的体现，医学生的仁爱精神培育更好地促进医学卫生健康卫生的发展。在医学教学开展中，

通过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培养教师仁爱之心、营造仁爱校园氛围、抓好社会实践大课堂等方面，切实加强医学生仁爱培育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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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是人类的 高美德，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力量。总书记指出：“要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2021 年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中特别

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

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健康服务”[2]。医学生是未来人民生命健康事业的守护者，不仅需

要掌握过硬的医疗技术，更要心怀仁爱之心，设身处地为病患着想，践

行医生高尚的职业操守，这是作为医者基本的、必备的仁爱条件。 

1 医学仁爱精神的主要内涵和时代价值 

仁爱，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包含：同情人、宽容人、关心人，普爱

万物、爱人如己，将仁爱付诸行动表现为利己、利他、利社会。仁爱是

做人的根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准侧，医者饱含仁爱之心是其道德

规范的必备素质。千百年来，仁爱精神生生不息，现已成为我中华的千

年行医信念文化的精髓[3]。医学 初是伴随人类痛苦的表达及减轻这份苦

痛而诞生的，从诞生那一刻就伴随行医者对患者的关怀与仁爱主义。医

学是“人学”，医术是“仁术”，医者则是“仁爱之士”[4]。对于即将步入

诊疗岗位的医学生，要关心、爱护患者，恪守职业道德。因此，医学生

从选择医学职业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其践行“仁心仁术”的职业信仰。

未来医学无论如何发展，其目标始终是治病救人，而医学仁爱精神是从

医者的价值属性，是医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医学教育从来不只是学习

医术，更是学习医德，具有施仁爱人的博大情怀。一个优秀的医生，在

在履行治病救人宗旨的同时，还要关心患者的心理状况，给予关爱、温

暖和帮助，更要树立起“医乃仁术”“心怀至诚”之职业精神，兼具“仁

心”“仁术”，践行救死扶伤之初心[5]。 

2 通过课程思政加强医学生仁爱精神培育的迫切性 

立德树人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医学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即为加强医学生的医者仁心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等崇高精神的医务工作者。首先，新

时期教育工作高度关注医德医风价值培养。当前，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

健康需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医学院校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出发，将立德树人融入医学专业教育中，提高医学教育品质，依托

课程思政将医德修养培育渗透到专业教育教学体系内，为社会培养出更

多能够恪守医德医道、医术精湛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接班人。其次，仁

爱精神滋养了医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文的本质是对人的关心，关心人的

生命，肯定人的价值。医学人文精神则是具体为，医生对病人身心健康

的关爱，对其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想方设法为患者治好病。这与仁爱

精神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是契合一致的。在医疗工作中弘扬仁爱精神，

则赋予医学“仁”的内涵，践行“以人为本”理念，践行了“一切为了

患者”的行医原则，开展治病救人，真情满怀、关怀备至，竭尽全力为

患者服务。可见，人文精神是仁爱精神的时代传承，仁爱滋育医学生的

人文精神。仁爱精神能够引导医学生“领悟爱、传播爱”，使其在未来职

业生涯中始终做到心存仁爱，用“仁心”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 

3 立德树人视域下仁爱精神培育的应然策略 

3.1 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大力播撒仁爱种子 

课堂教学是培育既有精湛医术，又有仁爱医德人才的重要渠道。因

此，加强课程教学仁爱精神滋养。为推动课堂育人功能，将仁爱精神融

入课堂教学，从基础医学课程、专业课程中展开仁爱精神培育，增强课

程仁爱精神滋养，使医学生自觉内化、主动践行仁爱精神。首先，基础

医学是医学生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石，是厚植仁爱精神、培育医德医风的

重要时期。在基础课程教学中融入医学大家的仁爱事迹，如古代良医孙

思邈、张仲景，近现代名医林巧稚、王振义等广施仁爱的故事，引发学

生学习仁爱济世、无私奉献、行方智圆的大爱精神，将其内化于心，继

而主动进行效仿，并转化为关怀、宽容的仁爱能力，融合在未来的济世

救人之中。其次，强化专业课程仁爱精神渗透。医学是仁学，其目的是

为人类去除病痛。教师在医学专业知识讲授与实验技能操作演示中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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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仁爱元素，既能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在潜移

默化中培育医学生的仁爱精神，达到润物细无声之效果。 

3.2 提升教师队伍人文素养，培养教师仁爱之心 

教师既是医术传授的良师，又是医德医风的解惑的益友，对学生起

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因此广大教师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6]。首先，教师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中，要树立仁爱的教学理念，

这就要求教师不能仅传授书本知识，还要塑造学生品格、品行。教师在

教育实践中树立“以爱育人”的教学理念，尊重、关怀学生，把温暖和

情感倾注到学生身上，让学生在仁爱环境中受到浸润和熏陶。再者，医

学院校要挖掘课程所蕴含的仁爱素材，阐释古今中外医学史上仁爱案例，

讲好新时代医护人员的仁爱故事，使其成为 鲜活、 有力的教学材料。

譬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的仁爱事迹，使医学生在情感上共鸣，在

感动中领悟，从而增强仁爱教育的实效性。 后，创新仁爱的教学方式。

医学生的仁爱精神培育，是一个启智润心可应根据当前学生特征运用新

媒体技术来增强仁爱教育的亲和力。如教师采用“翻转课堂 +PBL”的教

学模式，调动其学习仁爱、体会仁爱的兴趣和动力，自觉形成既有精湛

医术、又有仁爱医德的医学人才。 

3.3 组织校园教育活动，营造仁爱校园氛围 

“居芝兰之室久而自芳”。良好的校园氛围对身处其中的医学生有感

染、熏陶的作用，因此，医学院校要充分打造有仁爱内涵的校园环境、

景观、标识等，譬如在校内建造医学名人纪念碑、南丁格尔精神宣教馆

等，并展示相关人物的仁爱故事。在潜移默化中淬炼学生品质，春风化

雨般滋育医学生的仁爱精神。再者，组织校园仁爱教育活动。仁爱教育

活动的开展，能够启迪智慧，加深医学生对仁爱的理解。如开展职业启

蒙，可在医学生入学之际举行白大衣授予仪式，庄严的宣誓《医学生誓

言》，可促进他们完成医学身份转换，意识到医者仁心的内涵，自身的责

任和担当。此外，定期组织医学生衣着白大褂在无言良师、实验动物纪

念碑前鞠躬、献花、行礼，引导其树立“仁爱”思想观念，真正做到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 后，利用校园媒体是传递医学先进人物的仁爱事

迹，开辟“名医专访”“抗疫英雄进校园”等特色栏目，建立感恩教育、

仁爱教育、爱国教育阵地，使其从中获取启迪，学会感恩、学会关爱，

进而成为懂医术、能奉献的新时代医者。 

3.4 抓好社会实践大课堂，增强仁爱育人效果 

实践出真知，教育教学亦是如此。医学生仁爱精神的培育，不仅需

要教师知识教授和课堂理论学习，还要依靠校园文化熏陶，更需要正做

到理论联系实际，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了解社

会、了解国情、领悟仁爱精神不可或缺的环节。首先，鼓励医学生通过

调查对基层医疗卫生情况调查，了解人民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医生，感

悟医生有温度、医学才会温暖。其次，社会公益活动能够内心本善，医

学生要积极参加在社会公益活动。大学生在学习之余，走进社区和基层，

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老百姓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譬如体检义诊、

科普宣传、三下乡等活动。既能激发医学生敬佑生命、服务人民的意识，

又能使其深刻理解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初心与使命，在服务人民中砥砺

仁爱之心。再者，临床实习期间，医学生要自觉向德医双馨的医务工作

者看齐，关爱患者、珍视生命，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深化对仁爱的

认知；在医疗实践中自觉践行仁爱精神，力争早日成为护佑人民生命健

康的“大国良医”。 

4 结语 

医学仁爱精神揭示了医学的本质特征，奠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

气质，在新时代境遇下依然熠熠生辉。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行业工作者，

厚植仁爱精神，传承仁爱之心，关爱患者、敬佑生命，热爱职业、甘于

奉献，只有这样才能想方设法为患者治好病，只有这样才能关爱患者、

精医报国，也只有这样才能用实际行动阐释大爱无疆、生命至上的仁爱

精神。仁爱精神所蕴含的“仁者爱人”思想，高度契合了医德修养倡导

的“医者仁心”价值观念，是培育医学生医德修养的思想源泉。仁爱精

神使医学生坚定医德认知，不仅对其厚植医德修养和滋养人文精神有着

重要的启迪作用，也能为筑牢健康中国建设和夯实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贡献医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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