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人文，而其意义是指人性修养［１２］。由此可见，人文素质是一

个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提高和升华，而医学是研究人体的科学，

研究生作为未来高素质的临床医师，加强他们的人文素质教育

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医学院校关于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开设

很少，医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的知识构建还存在严重缺陷，因

此，本中心聘请相关教师对本专业的研究生进行授课，以加强

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把他们培养成具有优秀思想和道德素质的

儿科专业骨干，达到“要做事、先做人”的目的［３４］。

通过每门人文课程３个月的学习（在这期间，学生们同时

也结束了临床专业知识的学习），学生顺利进入临床工作，成为

一名实习医师。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患儿的管理，同患儿

及其家属进行医疗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也参与患儿疾病的

诊断、治疗以及具体方案的制订。本课题中，实验组与对照组

学生比较，在临床操作技能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人文素质教育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及技能操作学习没有明显影

响，专业知识来自于平时的积累和学习，与人文素质的关系并

不密切。但是，在医患沟通能力和患儿及家属的评价方面，实

验组学生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和学习，增

强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包括与患方、与同事之间的沟通能力。

著名医学史家西格里斯说过：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这个

自然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使某个机体康复，使其成为一个有用

的社会成员，所以，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５］。可见，优秀医

师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要更好地服务社会，就要成为一个

融入社会、了解社会、具有较高社会认知和社会人文素质修养

的人。现在大多数医师的理论及技术能力很强，尤其在三甲教

学医院。但是，在临床工作中，不少医师缺乏对患儿的人文理

解和关怀，只是单纯地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缺少社会人文关怀。

因此，有必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课程学习和实践，尤其是

将成为未来儿科中坚力量的研究生们［６７］。

总之，通过有限的几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学习，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提高儿科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增强他们服务

临床和社会的非专业方面能力。但这还远远不够，所谓“为伊

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笔者认为这个“伊”应该是包括

医学专业知识和人文素质并重的终身学习，以及一颗永远为社

会、为患儿服务的医者仁心，做到真正“医者父母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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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学实验教学的实践与探讨

胡　康
１，徐　珂

２△，王竹云３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１．甲乳外科；２．妇产科；３．外科手术学实验室，贵州遵义５６３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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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手术学实验是医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及步入医生职业

生涯之前的关键阶段，是培养其相关技能及观念的重要过程。

目前患者中存在的某些自我保护意识及实习医生“无证”参与

临床治疗的现状造成临床实习，尤其是外科实习，几乎成为“袖

手旁观”。外科学是以手术或手法为主要治疗手段的科学，外

科手术学的学习及训练十分重要。很多医生在参加工作多年

后仍然对外科手术学实验中的动物手术记忆犹新，其对于医学

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１］。外科手术学实验是医

学生进入临床接触患者之前的最后一次模拟临床实践，目的在

于培养无菌观念、掌握手术基本操作、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和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于医学生进入临床的潜意识影响及

素质培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结合笔者执教经历，将教

学心得整理如下。

１　规范模拟临床的学习环境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保障

医学生最终要进入临床、进入手术室为患者解除病痛而进

行手术。实验室的设置越接近临床，情景越逼真，就越能给学

生带来更好的实践环境和感官印象，教学效果越好。外科手术

学实验室分为准备和手术实践两大功能区，设在不同楼层并有

明确标志。学生在准备区进行手术前的一般准备，戴口罩、帽

子，更换衣、鞋，洗手，完成后才能进入实验室进行实践及训练。

课时初始，有学生未准备完善即进入实验室，经过纠正学习后

均能形成正确观念。手术实验室内设备及布置与医院基本一

致，让学生提前适应手术工作环境。经过一学期多次课程的学

习和训练，学生在实验室里基本能自如操作，不再出现手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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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或处处犯错的情况。

２　统一教学内容，提高教师素质是达到教学目的的必要条件

外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不管手术的复杂程度怎样，其关

键要素却是相同的，即无菌技术和手术基本操作［２］。无菌观念

是临床治疗的基础，培养严肃、正确的无菌观念，具有重要意

义。外科无菌术是外科学的基础，也是临床医学的基本操作规

范之一，更是手术成功的保障。查阅公开发表的关于外科手术

学实验教学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国内众多医学院校的相关教

材及教学内容虽各有特点，却并不一致。遵义医学院将无菌术

安排在第１次课，并在其后课程中不断强化，达到在实践中提

高并加深了学生对无菌术认识的目的。

无菌技术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外科洗手，正规的外科刷手

法是预防外科手术感染的重要措施［３］。遵义医学院在外科洗

手法的教学课程中，安排教授肥皂刷手法。目前外科刷手的方

法有多种，由于一些高效消毒剂的问世，许多医院手术人员的

术前刷手方法已十分简捷。吴起等［４］认为教授肥皂刷手法使

教学与临床严重脱节，这会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动力，甚至产生

抵触情绪。笔者并不认同。Ｌｏｎｇｔｉｎ等
［５］认为肥皂、流动的清

水是公认的２种手部清洁方法之一。肥皂刷手法是外科最经

典的洗手方式，目前临床上出现的多种刷手法均是在此基础上

演变而来的，追根溯源均能找到相似之处。而不同医院的刷手

方法不尽相同，不可能面面俱到，适当举例并指出其共同之处，

教学效果较好。

３　突出医学原则，注意细节指导

无菌术是整个教学中的主要内容，建立严格的无菌观念和

初步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对医学生临床实习乃至未来行医至关

重要，必须贯穿教学的始终。每一次的实验课教学中，严格要

求学生按无菌术原则进行操作，并将此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

中［６］。最初几次的实验课安排基本操作训练，随后的课程均是

在家犬上进行模拟患者的活体手术，实践次数多，基本能满足

每位学生担任一次手术中的每一个角色，使医学生充分体验手

术中不同岗位的责任，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学习印象。在此期

间，教师要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及医学

素质。每次课程均要强调无菌术及手术基本操作规范，批评违

反原则的学生，不断重复，使外科学基本原则深深烙在学生的

脑海中。

加强细节指导，放手不放眼。在实验课的教学中紧抓每一

个细节，确保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从麻醉到手术结束，都必

须防止动物伤人，同时也要保障动物的安全。在具体的操作

中，及时纠正不正确的操作方法，防止器械伤人或手术污染。

在缝合重要结构的过程中注意巡回讲解，积极指导，避免术后

裂开，保障动物的存活。谢家儒等［７］在教授外科打结课程中，

通过采用一半染成红色的带子进行示教以及学生初期练习，帮

助学生理解结的种类和打结的方法，效果明显。在教学中尽量

让学生自己操作，比如在讲解盲肠切除后的荷包缝合时，讲解

后，学生自主完成，虽然时间有所延长，却获得了深刻的操作体

会，这样的经历对于学生未来的临床实践和心理素质的培养都

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外科手术学实验要为临床培养合格的医学生。手术学实

验报告的格式要接近临床设置，基本与临床上使用的麻醉及手

术记录单一致，达到最大限度地模拟临床的目的。每次实验结

束后，要求担任手术者、麻醉师角色的学生分别书写手术记录

单及麻醉记录单，动物死亡则书写死亡报告。教师评阅修改。

在教学后期，绝大部分学生写出的记录内容能突出重点，主次

分明，描述合理，教学效果显著。

心理素质是医生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注重学生的心理素

质训练，遇事稳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指出学生实验课中的

不足，讲解临场处理的办法，建立并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一台手术的顺利完成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是全体人员共同

努力的结晶。在教学中注意灌输团结协作精神。实践中将团

结协作精神引入学生的学习并建立起团结协作的模式。

４　规范考核制度，严肃教学效果评价

在评定结果时，重点评价无菌技术，使学生进入手术室后

无菌观念和无菌技术能贯穿始终［８］。提高手术学实验占外科

学成绩的比重，从课程设置上强调实验课的重要性，使学生在

学期初始即形成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在具体的给分权重上向

外科手术学基本原则靠拢。进一步强调外科学基本原则。

从多年各个教学医院反馈的学生实习效果看，绝大部分医

学生能较好地掌握外科基本原则及外科基本技能，动手能力较

强，能较快地适应临床工作。

创立与临床接轨的教学实验室，统一教学内容，突出教学

重点，注重细节指导，严格成绩考评，对于培养合格的临床实习

医生乃至临床医生，具有积极作用。当今医学发展迅速，作为

培养医学人才的教师，必须立足于医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的发

展，不断对教学方法进行总结、改进，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

果，提高整体教学质量，促进外科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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