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教学 

 265 

医学研究 

医德情感培育：“十二之心” 教育的基本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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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德情感修养培育，是医学生及医务人员需要毕生不断培养和提升的职业情感，更是作为医学生接受医学人文启迪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如何开展医德情感教育，培养更多医德情感高尚，技能本领过硬的医学生，是当代医学人文教育者需要

思考的一个问题。通过“三性修为”即医学生做人整体性修为、做事过程性修为和树立固本性修为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十二之心”在

医德情感教育中的基本内涵，从而为医德情感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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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需要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要充分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任务成为当前人才培养的主要工作目标。其

中，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在实现中国健康发展规划纲

要目标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结合，这对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作者认为医德情

感教育是医学生未来如何争做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养成良好医学

道德的关键教育，“十二之心”教育则是维系医德情感的主要教育

内容，有助于推动医德情感教育高质量发展。因此，“十二之心”

教育是维系医德情感的主要教育内容，是形成医德情感价值教育体

系，培养医学生的医德情感的主要目标。 

“十二之心”教育系作者在医学人文教育实践过程中不断提

炼总结出来的。在 2018 年第九届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

社会科学论坛论文集《高职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研究》一文，

提出“仁心、爱心、关心”的“三心”教育。在 2019 年第十届全

国高等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论坛论文集《新时代高职院

校医学生医学人文情怀培养路径浅析》一文中提出医学生应该具备

“善心、爱心、仁心、细心、关心、责任心、同情心”等“七心”

的医学人文情怀，其后在教育过程中不断完善总结为“仁心、爱心、

善心、细心、耐心、关心、同情心、责任心、事业心”等“九心”

教育。最终提炼总结出仁慈心、敬畏心、事业心、友善心、细心、

耐心、关心、真心、同情心、责任心、恒心和虚心等“十二之心”

的医学情感教育理论体系。 

二、医学生做人整体性修为 

医学生希望未来能成为一名合格医生，首先要不断提高自身心

性修养。而基于心性修养的整体性修为面向主要包含仁慈心、敬畏

心、事业心和友善心四个方面。 

一是仁慈心，就是救死扶伤的仁爱慈善之心。仁慈，就是仁爱

慈善，是医务人员具有人道精神的医德品质。在《孟子·离娄上》

中是这样认为的：“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於后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这是每一位希望成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

治病救人的医学生必须要养成的最基本道德素质要求。然而，具有

仁心、施仁的心性修养，是成为一名合格医务工作者的最低标准。 

二是敬畏心，就是敬畏生命之心，它是作为一名生命守护人员

的基本道德素养，敬畏一词在德语中具有“崇敬”和“畏惧”的双

重含义、表达对生命的一种虔敬的态度。[1]什么是敬畏呢？所谓敬

畏，就是以开明而坚定的方式去珍视某物，所谓敬畏生命，不是日

常生活中的尊敬态度，而是饱含感情的。保罗▪伍德拉夫(Paul 

Woodruff)说道，敬畏是“一种得到充分发展的能力，它在恰当的时

刻产生正确的感觉，包括畏惧、尊重和羞耻心”。[2]敬畏之心主要

敬畏的是什么呢，首先，敬畏一切生命。施韦泽认为，生命包括人

类、动物和植物，它们被看作既是个体的，也是相互有关联的。其

次，敬畏生命需要敬畏自我，这是所有生命的基础，是对自己的自

我尊重和自我肯定。 

三是事业心，就是人们所从事的，而且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

系统，而面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的持之以恒的决心。《现

代汉语词典》对“事业”解释为：“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

规模和系统而面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事业心是医学生

需要用毕生的心血来铸就。当迈进了医学大门，走进了医学的殿堂，

就不要后悔，因为这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而不应当把它作为

谋生的职业，医生，护士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防病治病、救死

扶伤、治病救人，是医务工作人员应有的事业之心。 

四是友善心，就是指人所具备心地善良的一种品质。杜治政教

授是这样描述医学之善的，他在《守住医学的疆界》一文中提出，

医学在求“真”的同时更应求“善”，医学的求真是为了善的道德

要求。“善”是医学的终极目的。那么“善”是什么呢？“善”就

是仁，就是道德，是人性，是对社会、对人类健康有益。[3]范仲淹

有一次到祠堂求签，他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

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 [4]当有

人问及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那您为什么又祈愿

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他却回答说：“怎么会呢？

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他认为

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

愿，莫过于当良医，他说，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

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他认为身在民间

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5]儒家认

为，良心是医生美德的基础。因此，医学生要想成为一名良医，首

先就应该要培养善良之心。 

三、医学生做事过程性修为 

医药类专业和其他专业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医务人员的工作

对象不一样，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人，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区别于

动物和植物。所以，在工作中，需要细心、耐心、关心、真心四个

方面医务人员的工作品质，体现医学之美。 

一是细心，就是用心细密。医务工作人员在医疗工作纷繁复杂，

病情复杂多变情况中必须要培养临危不乱，大到手术方案制定、手

术治疗、小到日常护理，用药换药、抽血化验、体温测量、整理病

床，关心病人等工作中都需要细心。对于患者的性格特征、职业情

况、心理情绪、家庭情况、兴趣爱好等情况都需要了解和掌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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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细心思考和分析。 

二是耐心，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不急躁；不怕麻烦；

不厌烦”。就是要耐得住性子，作为医务工作人员，需要耐心接受

患者的询问，不厌其烦地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病情、手术方案、治

疗效果、用药和检查目的、愈后康复情况等，都需要向他们介绍清

楚和解释明白。同时，医务工作人员还应该要学会认真地倾听患者

对于疾病认识、感受、体会等的诉说，主动走进病人的心灵世界。 

三是关心，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把（人或事物）常

放在心上；重视和爱护。”在现代，世界医学的模式，已经由“以

疾病为中心”转变成为“以病人为中心”，现如今那种“见病不见

人”式的医疗服务模式，早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我国不少的公立

医院，其技术装备和医疗水平已与国外相差无几，目前最大的差距，

是在人文关怀方面。[6]因此，关心主要是体现为医务人员的主动性，

“以病人为中心”，在工作中医务工作人员如何体现对病人的关心

呢，主要是对于患者在住院期间，他（她）的病情，内心的想法、

痛苦、忧伤、担心等感受，要及时关注和发现，出于爱心去帮助、

照顾和鼓励。让他们感觉到不孤独，还有人在乎他们，关爱他们，

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关心病人比关心病更重要。” 

四是真心，就是真实的心意，是医务人员内心的真实情谊，作

为医务人员本真的一种表达。学者魏万林说：医务人员用“手”为

患者服务是“初级服务”，这样的医务人员眼里只有“病”，没有

“人”，工作中很可能手到心不到，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修养；用“脑”

为病人服务是“中级服务”，这样的医务工作者以人为本，想患者

之所需，达到了医者的必然王国；用“心”为患者服务是“高级服

务”，这样的医务人员心到手到，把患者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

们是全方位为患者服务，达到了医疗的自由王国。[7]因此，医务人

员经常以心换心，来获得患者的信任而对病人开展治疗。 

四、医学生树立固本性修为 

医务人员，由于职业性质不一样，工作的对象不一样，他们所

面临的是有生命、会思考的人，具有自己思想的人。因此，医务人

员的责任，任务和要求与其他各种职业的要求就不一样。所以在工

作过程中需要的同情心、责任心、恒心和虚心，这四心方面仍然有

它的内在不同的方面。 

一是同情心，就是指医务工作人员对于病患的遭遇产生共鸣的

心理状态。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把“同情”解释为对于别人的遭

遇在感情上发生共鸣。隋唐时期的名医孙思邈，他在《备急千金要

方•论大医精诚》中所说：“‘故学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

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他强调，医生既要技术

精，又要品德好，对待病人要有同情心，要一视同仁；病家求诊要

一心救治，不能嫌脏怕累躲避风险，且态度要和蔼可亲。” [8]需

要医务人员同情患者的不幸和遭遇，身心怜勉之情。同情是医务人

员工作有一个良好沟通与信任的开始。 

二是责任心，就是指个人对自身所属群体的共同活动、行为规

范以及他们所承担的任务的自觉态度和行为。《现代汉语词典》里

将“责任心”解释为自觉地把分内的事做好的心情，等同于责任感。

医务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与呵护者，如何让临终病人能舒适、安详、

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路程，是我们医务人员应尽的责任，也是开

展临终关怀的宗旨。[9]责任，就是要有担当精神，它是一种义务，

是一种职责。医务人员对自己的工作要用心、上心。全心全意为患

者服务。 

三是恒心，就是要有长久不变的意志。医学，博大精深，无论

是西医、中医还是护理都需要有一股专劲，有的人虽然学了医学，

但是毕业出去后最终没能从事医务工作，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没

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一个人最可贵之处也在于他的创新，一个有作

为的医生更是懂得通过创新为病人解决痛苦，为人类谋求幸福。[10]

所谓恒心，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医学知识的海洋里，要不断

开拓，矢志不渝。 

四是虚心，就是不自以为是，能够接受别人意见。作为一名医

务工作者，要永远做一个谦虚的人，做一个博学者，只有这样才能

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展翅飞翔。魏万林学者在《医魂》一书中总结出

要博学四种人，学古人、学今人、学名人、学前人。首先要学古人，

学古人治疗疾病的方法，比如中医的辩证之法、学孙思邈、学张仲

景、学李时珍等等他们的职业精神；学今人，如手外科专家，北京

积水潭医院韦加宁教授，他在医学界被誉为“中国第一手”、还有

中国的“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等；学名人，我们的抗疫英雄，钟

南山、张伯礼、陈薇等等，他们在国家和人民在危难之时，挺生而

出，不畏艰险，奋力在疫情第一线。以及青蒿素的发明者屠呦呦、

最美乡村医生钟晶等；学前人，学青霉素发明者弗莱明，为了共产

主义事业把生命奉献在中国战场的白求恩大夫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十二之心”在医德情感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能够不断地引导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深入学习和理解“十二之

心”的理论内涵，不断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黄继滔学者认为，在

医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医学界还是社会大众，都逐渐认

识到医学人文在医疗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医德情感是医学生医学

人文素养的重要体现，医德情感状况关系到医学生在今后的职业生

涯中是否能够以医者之“仁心”关爱和体恤患者，以真诚的态度对

待患者。探究医学生医德情感教育方式方法等问题，有助于提高医

学生医学人文素质。[11] 因此，加强学生对医德情感的培育，进一

步将“十二之心” 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培养为人上具备仁慈心、

敬畏心、事业心和友善心的医学生、在工作上具有细心、耐心、关

心、真心、同情心、责任心、恒心和虚心的医学生。未来能够更好

的服务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我们应当学

习扎实的医德情感理论基础，不断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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