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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作为直接面对人的科学，从诞生起就离不开对人文内

容的思考。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于医学

人文性的思考越来越多。这种思考越深刻，中国的医学人文教

育弊端也就暴露得越显著。尤其是在课程设置上，部分院校的

人文课程仅包含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虽近年来也陆续加入了

医学伦理、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但未形成学科群的系统教育，与

国外的医学人文教育水平相差甚远。为了解国内医学院校人

文课程设置现状，本文对重庆市多所医学院校的在校学生及部

分教师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学生、教师、教管干部共７５０名，

进行重庆市医学院校人文课程设置的咨询表。调查结束后，回

收调查表，回收率９５．６％。在调查的教师中主要以讲授人文

课程的教师为主，同时也调查了部分讲授医学基础课及医学专

业课的教师。作为调查对象的学生以进入临床见习和实习的高

年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为主，结合前两轮的以低年级学生为主

的调查研究结果，使得对重庆市医学院校学生对人文课程的需

求、评价、设置形成一个在时间维、空间维、知识维的综合认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设计　主要从医学人文课程学时、对医学人文课

程的态度及医学人文教学方法的意见３大方面进行问卷调查。

学时设置包括：现行选修课与必修课学时的关系，现行人文选

修课与人文必修课学时的关系，现行医学专业课与人文课学时

的关系，现行人文课程开设数量，除政治、英语、语文以外的人

文课程的性质，除政治、英语、语文以外的人文课程的学时等问

题。对医学人文课程的态度包括：重庆医学院校开设人文社会

医学课程的重要性、对开设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意义的认

识、你希望开设的人文课程、选修课中感觉获益最大的一门是、

你选修医学社会学的动机等问题。医学人文教学方法的意见

包括：对用外语进行公共课教学的态度与期待、对用外语进行

专业课教学的态度与期待、对用外语进行医学人文课教学的态

度与期待、你所喜欢的人文课程教学形式等问题。

１．２．２　问卷调查　通过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及与部分学生、教

师进行交流等方式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调查表采用统一的

打印文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及时收回，进行统计处理。调查

表发放７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７１７份，回收率９５．６％。

２　结　　果

２．１　关于医学人文课程的学时设置的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

示，对现行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的比例关系，满意的占６０．３％，

２５．４％的人认为应该扩大选修课的学时，１４．４％的人认为无所

谓。对现行人文选修课与人文必修课学时的关系，满意占

５１．２％，主张扩大人文选修课时的占３７．０％。对现行医学专

业课与人文课学时的关系，满意占４９．８％，主张扩大人文课时

的占２１．９％，主张扩大医学专业课时的占２０．２％。对人文课

程的性质调查，认为应是必修课的占 ４３．５％，选修课占

４９．６％。对于人文课程的学时设置，３９．８％的人认为应该控制

在２０学时以下，３３．０％的人主张２０～５０学时，只有２７．８％的

人要求增加到５０学时以上，见表１。

表１　　医学人文课程的学时设置需求调查［狀（％）］（狀＝７１７）

调查项目 结果

现行选修课与必修课学时的关系（７１７）

　满意 ４３２（６０．３）

　应压缩必修课，扩大选修课时 １８２（２５．４）

　无所谓 １０３（１４．４）

现行人文选修课与人文必修课学时的关系（７１７）

　满意 ３６７（５１．２）

　应压缩必修课，扩大选修课时 ２６５（３７．０）

　无所谓 ８５（１１．８）

现行医学专业课与人文课学时的关系（７１７）

　满意 ３５７（４９．８）

　应压缩医学专业课时，扩大人文课时 １５７（２１．９）

　应压缩人文课时，扩大医学专业课时 １４５（２０．２）

　无所谓 ５８（８．１）

现行人文课程开设数量（７１１）

　满意 ２７３（３８．４）

　应增加人文课程开设数量 ２７５（３８．７）

　应减少人文课程开设数量 ６１（８．６）

　无所谓 １０２（１４．３）

除政治、英语、语文以外的人文课程的性质（７１４）

　必修课 ３１１（４３．５）

　选修课 ３５４（４９．６）

　其他 ４９（６．９）

除政治、英语、语文以外的人文课程的学时应为（７０６）

　＜２０ ２８１（３９．８）

　２０～５０ ２３３（３３．０）

　＞５０ １９２（２７．８）

２．２　对开设人文课程的态度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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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医学人文课程的重要性，大部分（９１．８％）的人都有很清晰

的认识，仅有８．２％的人认为无必要或无所谓。对开设人文课

程的意义的认识，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人文课程可以扩大知

识面、加强文化修养及提高道德修养，其余依次为增强社会责

任感、促进校园文明程度和提高创造思维能力。对开设的人文

课程类别的调查显示，最受欢迎的课程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学

类、历史类、哲学类、法学类、心理类、艺术类、经济类、管理类、

政治类。对于选修人文类课程的动机，５５．３％的人认为是自己

必须具备的文化知识，４５．２％的人认为对学习专业课有帮助。

其中获益最大的课程为心理发展与健康，其次为医学社会学、

公共关系、社交礼仪、美术鉴赏、医学人才成长规律等课程，见

表２。

表２　　对开设人文课程的态度调查［狀（％）］（狀＝７１７）

调查项目 结果

重庆医学院校开设医学人文课程的必要性（７１７）

　非常必要 ３８７（５４．０）

　有必要 ２７１（３７．８）

　无必要 ３８（５．３）

　无所谓 ２１（２．９）

对开设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意义的认识（多选）

　扩大知识面 ４０３（５７．２）

　加强文化修养 ５１５（７３．２）

　加强道德修养 ４２１（５９．８）

　提高创造思维能力 １９１（２７．１）

　增强社会责任感 ２９１（４１．３）

　促进校园文明程度提高 ２３９（３３．９）

表３　　对人文课程教学方法的意见调查［狀（％）］

调查项目（答卷总数） 结果

对用外语进行专业课教学的态度

　全英文授课 １３９（１９．６）

　半英半中 ２５４（３５．９）

　授课时附带英文单词 ２３０（３２．５）

　尽量不用 ８５（１２．０）

对用外语进行医学人文课教学的态度

　全英文授课 １１９（１６．７）

　半英半中 １４２（１９．９）

　授课时附带英文单词 １８５（２６．０）

　尽量不用 ２６７（３７．４）

你所喜欢的人文课程教学形式

　学术讲座 １８８（２６．４）

　社会实践 １８７（２６．３）

　成立诗社、周末读书会等 ４８（６．８）

　以上３种形式 ２１２（２９．８）

　以问题为中心的小组讨论 ５３（７．５）

　其他 ２３（３．２）

２．３　对人文课程教学方法的意见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

对于专业课，有１９．６％的人认为应该采用全英文教学，但对于

人文课程，比例下降到了１６．７％，且有３７．４％的人认为应该尽

量不用英文进行人文课程的教学。对于人文课程教学形式，举

行学术讲座和社会实践分别有２６．４％和２６．３％的人支持。此

外，以问题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和成立诗社、周末读书会等方式

也分别获得了７．５％和６．８％的支持，见表３。

３　讨　　论

国内高等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由于起步晚、认识程度不够等

原因，课程设置仍存在较多不合理之处，如人文课程学时数占

总学时比重偏低、实践课比例少、选修课少且不规范、必修课如

英语、政治等所占比重过高等［１］。本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的

人对现行选修课与必修课的学时安排表示满意，２５．４％的人认

为应该扩大选修课的学时，对人文课程来说，比例扩大到了

３７．０％，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了目前国内人文课程设置中选修课

比例过少的事实情况。

国外资料显示，目前欧美国家医学人文的课程可占总课程

的２０％左右，如美国、德国可高达２０％～３０％，英国、法国和日

本则为１０％～１５％，而中国仅为８％左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的水平［２３］。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人文课程学时比重过低的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认识程度不够，超过７０％的学生和教师都

没有认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与国外的大学相比，中国医学

院校的人文课程开设数量也相差甚远。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开

设的人文课程在１１０门左右，而国内一项较早的调查研究显

示：人文社科类课程开设比较多的学校有北京医科大学、上海

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南京

中医药大学等，但也只有３０门左右，最少的院校甚至只开设了

７门人文社科类课程
［４］。本结果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

为人文课程数量较少，建议增加人文类课程开设的数量，其中

约二分之一主张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人文课程的教学。

国内研究显示，医学新生的基础道德素质整体良好［５］，但

对医学人文类课程的满意度不高、认识程度不够、重专业轻人

文现象突出，学习效果不明显［６］。本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

人（９１．８％）均已意识到人文课程的重要性，对人文课程的意义

也有较深刻地认识，另外有约半数的人认为人文课程不仅不会

影响专业课程，还对学习专业课有帮助，这表明医学院校的师

生们对人文课程的认识在近年来已有所变化。

国内用全英文进行医学课程的教学最早要追溯到１８６６年

美国传教士约翰·格拉斯哥在广州开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

南华医学校（又称博济医学校）。协和医学院的前身，１９０６年

由英国伦敦会、美国长老会等教会合办的“协和医学堂”同样如

此。全英文教学对于传播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培养医学生无疑

是非常实用的，但由于面对的患者是中国人，应该用自己的语

言来进行表达和交流，应该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才能更好地

为患者服务［７］。所以，是否应该一致性采用全英文教学还存在

争议。本调查显示，有１９．６％的人建议专业课采用全英文教

学，但人文课程仅有１６．７％的同意采用英文教学，超过三分之

一的人反对用英文进行人文课程的教学。提示就人文类课程

来说，使用母语授课更易为学生或老师所接受和理解。

国外的人文课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临床关系紧

密，并贯彻医学教学的始终；二是重视人文社科与医学科学的

交叉［８９］。重视将人文教育整合到医疗实践（下转第３７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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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心电图

图４　　静态心肌灌注＋ＰＥＴＣＴ

２　讨　　论

肥厚性心肌病是一种遗传性心肌病，以心肌肥厚、心肌细

胞排列紊乱、间质纤维化以及左室功能异常为特征。心脏病变

主要为室间隔及左心室壁心肌肥厚，室间隔更为显著。肥厚的

室间隔突出于左、右心室流出道，尤以左心室流出道多见。

２００８年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杂志报道１种未被完全认识的肥厚型心肌

病亚型：肥厚型心肌病合并左室心尖部室壁瘤［２］。

左室中部肥厚是罕见的左室肥厚型心肌病的变异体，易导

致心尖部室壁瘤的形成，形成两个不同的左室心腔（基底和心

尖）。肥厚型心肌病合并心尖部室壁瘤的病因还不清楚，考虑

和以下因素有关：左室中部梗阻导致左室腔内压力增加、遗传

倾向、冠状动脉前降支心肌桥。本病例心肌显像可见心尖处核

素的灌注缺损，该患者无胸痛症状，冠脉造影正常，心肌酶及肌

钙蛋白均在正常范围，考虑心肌坏死并非心肌梗死。

由于肥厚性心肌病病人的心肌肌原纤维结构被破坏，排列

混乱、心肌细胞直径和长度的变化、心肌纤维的传达速度和不

应期也随之改变，所以激动传导在心室内形成基板部分产生折

返和室速［１］。左室中部肥厚型的患者，由于心尖部室壁瘤的存

在可导致不同心律失常，早期以房性早搏多见，以后逐渐发展

为房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心房颤动，以心房颤动为最常见，

归因于心肌缺血。肥厚型心肌病合并心尖部室壁瘤，室壁变

薄，是否适合心肌消融和外科切除术应该慎重［２］。如外科手术

切除室壁瘤，切除过多导致术后剩余功能心肌少，术后心功能

差。资料显示该病的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高，ＩＣＤ的应用

比其他类型的肥厚型心肌病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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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实施，在教学内容安排上侧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

及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采取的教

学方式和手段也较为灵活，包括课堂讲授、讨论、学术研讨、课

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多种方式［１０１１］。本调查显

示，最受学生和老师欢迎的人文课程教学方式为学术讲座和社

会实践，提示我们已逐渐认识到医学人文的教育必须联系临床

实践，不能空谈无物。

总之，本文通过对７５０名重庆市医学院校的学生、教师、教

管干部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本科了解医学院校现行人文课

程的开设情况、认识程度及教学方法等，对于进一步研究人文

课程的设置体系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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