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方式中做出选择#利用各种搜索引擎及各种期刊数据库的情

景式教学#使医学生的实际检索能力得以更真实地呈现#便于

教师观察和评估医学生的信息素质水平'

%

(

)进一步加强网络

平台的应用#使用多媒体幻灯*优秀的音像教材等具有动态性*

生动性*情景的方式#调动医学生的积极性#突出启发式思维的

原则'

0)C

(

)这些途径既可提高医学生在临床学习阶段的创新能

力#又兼顾了对基础学习阶段的各种基础技能的复习#有望大

幅度地提高医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教学科研

能力)

E?F

!

加强信息素质能力评价系统的建设
!

建立有效的信息素

质能力评价系统#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校卫生勤务演练提出战

争环境如远程会诊的情况下#军医所特别需要强调的信息素

质)在军队卫勤保障不断信息化的条件下#军队医学院校需深

入开展对以下几个方面标准的探索!$

*

%在信息化战场上使用

各种媒体来创建和交流信息的能力&$

+

%跨专业交流信息的能

力&$

B

%在不同条件下选择合适的信息获取渠道的能力)

总之#为实现信息化军事斗争背景下军队院校医学生信息

素质能力的提高#军队医学院校的教育者应加强与各界专家*

学者的合作#促成各学科的广泛参与#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共同

探讨论证#寻求适用于军队院校医学生的信息素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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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影响中国医

疗卫生整体水平和质量#关系到国内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就要

求在对医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运思+以人为本,的思维方

式'

*

(

#引导他们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依法规范执业行为'

+)B

(

)

现将作者对医学生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探讨报道如下)

C

!

医学生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对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的认识程度不一
!

所谓人文素

质#即人文$文*史*哲*艺%知识和技能的内化#主要是指一个人

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

$)@

(

)随机对
*0D,

名医学生调查表

明#

*@$*

名$

0+?0@Y

%医学生认知明确#认为
*

名受人尊敬*医

术精良的医师#同时也应加强自己的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修

养#但有
B*C

名$

*%?*@Y

%医学生在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偏差)

医德医风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如收受+红包,*+药品临床促

销,*开单提成等问题*收受患者及家属+红包,或接受宴请等问

题#对
*0D,

名学生的调查中#

*+*$

名$

D@?+%Y

%医学生表示

不认同+红包,等现象#但
D$D

名$

B$?%BY

%医学生则表示收+红

包,可以理解)医学院校学生普通存在重医学轻人文的弊端#

对于中西方历史文化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

少#对人文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人文知

识在医学中的应用还停留在表浅的层次)各医药卫生类院校

都开设了-医学伦理学.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

但由于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诸多原因#职业道德教育实

效性差#未能真正起到提高医学生职业道德修养的作用#其表

现有!$

*

%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与现实社会明显脱节)

$

+

%教学方式与医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脱节)$

B

%专业教育与

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的培养脱节'

D

(

)国外医学院校在进行专

业课程教学时#往往能很好地抓住有利时机#卓有成效地开展

职业道德教育'

%

(

)国内部分医学专业课程教师过于注重专业

理论的传授#忽视或摒弃了应有的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

D

!

加强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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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

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效果的需要
!

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

育#就是要解决医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它不仅关系

到医学生的人格*品质*修养#也将制约着医学生的学术水平和

医疗技能#体现着医学院校的教学质量)首先#医疗工作对象

的特殊性决定了医务工作人员必须比其他职业工作人员更加

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因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

患者乃至整个社会对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理解#以及国内医疗

保障体系不健全#新闻舆论导向的偏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

得医务工作者在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医疗风险的同时#还要

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医务人员只有具备较强的职业道德意

识#对自己的行为严加约束#才能担负起医疗卫生工作的使命#

保障患者权益)

D?D

!

克服社会不良行为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影响
!

当今医学院

校重视医疗技术#忽视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普遍现象#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医学生的职业道德影响极大)通常

是年级越高的学生#受到的影响越大)在一系列社会因素中#

负面因素的影响较为突出)殊不知如果行医者没有崇高的医

德#那么就有可能损害患者的利益#走向犯罪以至危害社会的

道路#如!器官移植沦为器官盗窃*器官买卖#安乐死成为亵渎

生命#人工生殖走向克隆人类等'

0

(

&医学生在医院实习期间#是

非界线模糊#出现了许多的不道德行为'

C)*,

(

)究其原因#主要

是医学生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教育)

D?E

!

适应时代发展对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

当

前#人类对健康的定义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医学模式已由传统

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就对医药卫

生人才整体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教育

应顺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这也是

医学人文性复归的客观要求)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及职业道

德教育#对医学生健康成长#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通过人文

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要使医学生意识到#维护和促进人类健

康#是医学永恒的主题#自己不仅是
*

名医务工作者#同时还应

该是一个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道主义者'

**

(

)

D?F

!

培养医学生良好医德的最佳时机
!

实践证明#医学与医

学教育只有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接受其社会价值导向#才

能培养医学生关注现实*关爱生命*关怀平民的医学人文态度#

没有良好*深厚的人文底蕴#就不可能有医学的卓越成

就'

*+)*B

(

)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医学生医德形成可以起到潜

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栏*海报*条

幅#特别是校园网络等有效手段#大力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宣传

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或直接邀请他们给学生作

报告#使医学生亲身接触到榜样#感受榜样的高尚医德和崇高

人格#加深对医德的理解)

E

!

加强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

E?C

!

正确理解加强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
!

医学生

是+现实的医学生,与+未来的医生,的桥梁#因此#医学人文教

育课程的内容应以实用型为主#把人文教育课程整合到医疗实

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教育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

心,#+密切联系实际,的思想#避免只注重理论#普遍侧重于范

畴*体系的传授#而对适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的问题)只有这

样才能极大地增强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实效性和吸引力#达到最

佳的教育效果)

E?D

!

合理调整课程结构*教学内容
!

有研究表明#国内医学院

校人文素质课的学时各校不一致#有的学校称通识教育约占总

学分体系的
+@Y

#但多数院校只占
0Y

左右#国外如美国*德国

人文素质课均达到或超过
+,Y

&

+@Y

)目前#在专业教学庞

大的课程体系和过分注重专业知识传授的情况下#往往会使学

生难以保持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的热情和兴趣#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学生其他素质的培养)因此#调整医学院校原有

的课程结构#适当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必修与选修课的比

例#不仅对医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社

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E?E

!

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以医学生的个体差异为聚焦
!

+以人为本,的教育思维方式#即在强调人的共同人性与社会价

值之诉求的同时#也聚焦于医学生的个体差异)+真正意义上

的且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和谐#就是尊重多样性及其个体差

异的社会和谐,

'

*$

(

)以医学生的个体差异为聚焦的教育思维

方式#将医学生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来看待#+反对只见6学生7

不见6人7#目中无6人7的教育#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要把培养社会所需要的6人7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

E?F

!

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

国内医学院校讲授人文社

科的教师普遍缺乏跨专业*跨学科*医文渗透的知识结构#在交

叉结合教学上存在不足#在教学过程中或忽略科学素质教育的

内涵#或不重视人文素质的教育)教师的知识结构*学历层次

等不能满足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而加强师资能力的培

养#拓展教师的视野#提高教师综合素质#是医学院校人文素质

教育成功的关键)因此#学校应当通过各种渠道组建人文社科

类教师队伍#通过进修*留学*外出学习*经验交流等各种渠道

提升教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将教书和育人有机地融合

在一起#成为学生知识的源泉#做人的楷模)

综上所述#只有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才能使其在医疗

实践中关注人的生存质量*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关心人的生

活环境#自觉地尊重患者的人格和自尊#才能发自内心地关心

和爱护患者'

*@)*D

(

)因此#注重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提

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才能培养医学生关注现实*关爱生命的

医学人文态度#才能使医学生成为人性丰满的大写的人#才能

使医学职业道德的崇高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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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男#

D*

岁#因躯干*四肢红斑伴轻度瘙痒
@

月余#躯

干不明原因出现钱币大小的红斑#自觉皮疹轻度瘙痒#当地医

院皮肤科诊断为+玫瑰糠疹,#给予伊巴斯汀*普鲁卡因大静脉

封闭*复方甘草酸静脉注射和外用卤米松等治疗
B

周#皮疹无

消退#逐渐扩展至四肢)于
+,,%

年
@

月
0

日在本院皮肤科就

诊#初诊医师曾疑诊为+环状红斑,*+二期梅毒,)家族中无类

似病史和不洁性交史)

体格检查!系统检查无异常)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增

大)皮肤科检查!躯干*四肢可见散在大小不等的圆形*椭圆形

与不规则淡红斑#部分红斑轻度浸润*边界外缘模糊#疹间皮肤

正常#部分红斑上有细小鳞屑#无全身毛发脱落$封
$

图
*

*

+

%#

鼻黏膜无异常)皮疹区域轻度感觉障碍#温*痛和触觉减退)

尺神经*耳大神经*腓总神经粗大#质软)实验室检查示血*大*

小便常规#肝*肾功能无异常#梅毒血清学$

b

%)肌电图检查示

神经源损害)组织病理学检查!表皮萎缩变薄#其下无浸润带#

可见真皮内组织细胞聚集团与不典型的泡沫细胞聚集团肉芽

肿#其间可见散在淋巴细胞$封
$

图
B

%)抗酸染色$

cc

%$封
$

图
$

%)最后诊断为中间界线类麻风病)本院诊断明确后与当

地疾控中心按多菌型麻风病给予三联药物抗麻风病治疗和联

合管理
+

年#皮损
$

周左右消退#在
+

年治疗中及结束后患者

未出现麻风病反应并发症和肢残等后遗症)

D

!

讨
!!

论

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感染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其临床

表现复杂#皮损形态多样'

*

(

)本例患者在明确诊断前也出现了

按多种疾病误诊或误治)由于患者发病区域麻风基本消灭#初

诊医师缺乏对麻风病的警惕性#加之忽视了全面的体格检查#

仅凭单一的皮肤体征就作为诊断依据'

+

(

#是该病例误诊*误治

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对临床上常规治疗效

果不佳的患者#主诊医师应拓展思路#在进行详细病史采集与

全面的体格检查同时#结合组织病理与抗酸染色检查#以早期

明确诊断'

B

(

)此外#目前开放性麻风病患者的治疗与管理是由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

$

(

#皮肤科临床医师参与较少)笔者通

过对该例诊治认为#皮肤科医师应积极主动地参与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对开放性麻风病患者的治疗管理中#这样在治疗麻风病

中有利于预防患者的麻风反应*药物不良反应#有利于麻风病

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

(

#也可避免或减少$轻%麻风病治疗中和治

疗后的并发症与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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