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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学院校#医学教育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

一'

!)"

(

)医学教育只有与医学人文相互交融 '

%)A

(

#通过培养学

生的哲学思维'

9)&

(

#让学生的内在得到熏陶#才能培养出合格的

医学人才)结合本校冯志强教授
%9

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

中西方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并形成了互交理论哲学

模式'

?

(

)与纯哲学理论相比#应用此模式探讨问题#可以使问

题更加简明*形象*直观和生动#并在教育与科研中应用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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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分子生物学是一门枯燥*抽象的学科#笔

者试图将此哲学理论应用于教学过程中#以期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使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其哲学思维#从而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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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和整体性

互交理论提出每个个体或者事物就相当于一个圆#每个圆

可视为一相对独立和平等的个体#具有自身的功能*运动变化

的特征和规律#通过互交形成整体)

在讲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一些重大发现时#尽量多讲解其

发现的过程#如科学家碰到的困难后#如何取得成功的)如

*KW

的发现者穆里斯在刚提出构想时#受到很多质疑#认为不

可能成功)穆里斯就相当于互交理论里面的一个圆#周围有很

多圆和他互交#同时影响他的言行#但他是一个有独立性的人#

能顽强地保持自我#不被其他人所左右)他相信自己能成功#

通过几千次的失败#最后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了诺贝尔奖)通

过此故事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正确的观点一定要坚持#不怕

别人非议#同时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故事之后#同学们畅所欲

言#谈了自己学习此理论的感受)通过学习此理论#同学们认

识到一个人要有独立性#要善于独立思维#敢于提出自己的见

解#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同的人针对自己的实际

情况#获得了不同的启发#并利用此理论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和

实践)教师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些做人的哲理灌输给了学生#让

他们能主动及时地改掉过去错误的言行#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

的医学人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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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互交与对立统一

互交中的各个圆相互容纳和支持#分享彼此的思想和物质

财富#或彼此既竞争又协调)在互交的部分可以产生许多未知

的因素#由此成为人类探索和研究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不竭源

泉)笔者在讲授癌基因这一章节的过程中#引入了互交理论的

哲学模式#画出两个圆#来讲述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间的对立

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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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圆彼此相交#它们的作用彼此相反#相交

部分就是健康)癌基因可以促进机体发育生长#也可突变形成

肿瘤)抑癌基因抑制癌基因的变异与表达#但也可加速机体衰

老)体内之所以能平衡#正是因为有了正反物质相互作用#产

生既对立又统一的过程中#达到的平衡是暂时的和动态变化

的)当达到平衡状态时#机体就能维持正常的健康功能)此模

式让同学们学会了互交#学会了联系#发挥想象和联想#潜移默

化地培养了同学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发散思维的能力'

=

(

)通

过把上述内容的引申与讲解#把哲学理论抛给学生#让他们自

己去思考和理解)课后学生反馈这种方式很能调动积极性#也

能促进他们自己思考#注意力更加集中)同时#他们在生活中

利用此哲学模式能更加正确地面对和思考问题#学会了辩证地

看待问题#为他们在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和问题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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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新质和公共区

互交后产生的新质在功能上彼此刺激#最终发展为和谐和

相对稳定的整体)各个圆的运动和产生的新质均有促进系统

发展*产生量变或质变的作用#质变又可以进一步刺激量变)

通过讲解细菌耐药性的产生#让学生明白互交产生新质的

道理)当一个细菌产生耐药基因的时候#它会马上通过性鞭毛

这个公共区和其他细菌互交#把它的耐药基因毫无保留地传给

其他细菌#同时#其他细菌也把自己的耐药性基因和此细菌进

行分享)最后细菌的耐药性越来越强#形成了现在的超级细

菌#抗生素对其都不起作用)很多同学听了之后#认识到要改

变自己内向的性格#要多和朋友交流)而要交到朋友#就得有

公共区#也就是共同爱好或者兴趣#因此要多培养一些兴趣爱

好)多和社会互交#只有这样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并提高

自我的综合素质)也有的同学提到了合作精神#将来的科研工

作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完成的#只有通过集体合作的形式#才能

发挥更大的力量)因此#笔者在分子生物学课堂上采取.无意/

的方式将上述故事缓缓道来#让学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

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丰富了教学内容)学生也能正确地

将其应用于学习和生活中#通过互相交流#不仅提高了自己的

综合素质#也学会了许多处事的基本道理)

C

!

主动性与开放性

老子认为#三可生万物)基于.三/即为多的思想#在每个

圆或在互交的三圆的任何一点#均能主动同其他圆互交#故可

以发展为多维互交)由此整合后构成的巨大系统#表现出宇宙

中任何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广泛性和联系性#以及发展的无

限性)

分子之间的作用机制#往往都是由好几种分子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新分子化合物后#不断和其他蛋白或者
(_+

作用#

从而发挥其功能)这些过程让学生觉得纷繁复杂#找不到突破

口)笔者试用三圆互交理论模式来阐述其过程)指出每个分

子就是一个圆#不断和其他分子互交#通过互交产生了新的功

能#然后再和其他分子互交#扮演一个个新的角色#形成了体内

复杂的信号传导系统#从而推动机体正常的代谢过程)通过以

上讲解#让很复杂的分子机制变得简单而有条理起来#学生也

能更轻松地理解分子生物学中各种复杂现象的分子机制)最

后#让同学们分享自己学会的体会)有的同学想到!自己就是

群体中的一个圆#和周围的各种人互交组成多维互交)通过不

断和周围的环境以及人员互交#可以收获更多新的东西#并推

动自己在思想以及行为上的进步)有的认$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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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应该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不能只学习医学知识#还应该

掌握心理学*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成为一

个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轻松地理解人生#并处理生

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学生们反映课程非常有趣#也很新颖#

上课积极性也提高了#并学会了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和技

巧)

通过以上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到

了哲学思想精神的熏陶#提高了自己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效果和

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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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映这些做人的人生

道理是其他课程都没有的#通过学习这些道理#重新认识了自

己#并树立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能不自觉地利用这些哲

学知识来解决自己实践中碰到的困难)通过以上教学方式#既

完成了教学任务#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他

们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只要肯思

考#任何科目都可以挖掘出一些哲学思想和做人的道理#在教

学中赋予医学学科与人文思想相结合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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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能培养出

既有科学素质#又有人文素质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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