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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文缺失会导致科学意义的丧

失(

!

)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救死扶伤,#医学的崇高使命决

定了对医务人员道德品质的特殊要求$它要求医务人员不仅

要牢牢掌握现代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能在临床实践中独立分

析和解决各种问题#而且要求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应该具有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道德素养$为此#本校以示范建设为契机#大力

加强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学

人文教育核心课程(

2

)

#其教学实效将影响到医学人文素质教育

的效果#思考并改进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实效无疑

具有现实意义$

A

!

正确认识*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

是伦理学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它为整个医学提供伦理

学的观点*方法和技术#它是旨在运用伦理学理论*原则和方法

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解释医

学道德现象的学科#是系统培养医学生医学伦理素质的重要手

段$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并非思想政治教育#对.医学伦理

学/教学也并非就是对医学生进行道德教化的过程(

*

)

$.医学

伦理学/除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外#更多的是医学素养教育#

因为人文是医学的一部分#医德是医生素养的一部分(

!

)

$

B

!

合理设计*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

通过.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不仅要提高医学生医德修养#

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更要塑造人文精神#培养人文素质#加强

实际工作中伦理问题的处理能力(

2

#

1

)

$作者认为通过.医学伦

理学/课程教学#要让学生知晓在未来工作中涉及的医学伦理

知识#熟悉相关伦理要求#并在知识学习基础上培养伦理道德

情感和道德决策能力#进而最终促进医学人文品质的形成$因

此其总目标可界定为%培养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提升医学生

医学伦理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具体分目标为%!

!

"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医学价值观和初步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

医学职业精神#自觉践行医学人道主义原则#为人民的健康利

益服务'!

2

"培养医学生在医疗实践中对人*生命*医学事业的

道德责任感#能够敏锐识别和正确处理医学伦理问题#具有正

确进行临床伦理决策的能力'!

*

"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沟

通能力#妥善处理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医学与社会的关系'为

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满足社会人群的健康需求和医学事业

发展的要求$

C

!

根据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医学伦理学的这种学科性质和教学目标决定了任课教师

应坚持知识学习*能力培养*情感养成三位一体的教学观#合

理*灵活地安排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内容$

C)A

!

知识学习是基础
!

教师应把必备的医学伦理理论知识传

授给学生#形成知识积淀$涉及的教学内容如医学伦理原则*

规范和范畴等基本知识'临床实践中涉及的医学伦理学基础理

论及相关的伦理规范要求等(

3

)

$

C)B

!

能力培养是关键
!

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对医学问题进行

伦理思考*分析*判断及临床伦理决策的能力$涉及的教学内

容如医疗人际关系伦理*临床诊疗伦理*人体实验伦理*尸体解

剖伦理*器官移植伦理*生育控制伦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

理*安乐死等(

3

)

$

C)C

!

情感养成是核心
!

教师要让学生牢固树立医学人文观

念#具有对人*生命*医学事业的道德责任感$涉及的教学内容

如对国内外杰出医德风范人物的认识*了解等(

3

)

#以情动人#让

学生在获得感悟的基础上实现情感的提升$

D

!

围绕教学理念(多途径实施医学伦理学教学

.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理念主要是实现+知行统一,$首先

让学生+知,#理解理论是前提#即了解未来工作中应知悉的医

学伦理知识#熟悉相应伦理要求'然后还要让学生+行,#实践理

论是目的#即启发*引导学生参加医学服务实践活动#在服务中

感知*理解并践行医学道德#实现自我教育$最终让学生对医

学领域中相应需要遵守的伦理要求能够做到知行统一$

为了更好实践.医学伦理学/+知行统一,的教学理念#在教

学过程中#除了教师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阐述之外#还应结

合具体临床真实鲜活的案例分析*医学伦理方面社会热点问题

的辩论*医德风范人物的感染影响等多途径促进医学伦理学教

学#加强学生对医学伦理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D)A

!

基本理论教学和专题讨论相结合
!

对于一些与临床贴合

非常紧密的章节#可以采用基本理论模块和案例分析讨论模块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基本理论模块#以教师讲授为主#侧重帮

助学生们理解医学伦理基本理论*原则*伦理要求和规范等#从

而形成对医学伦理相关知识的初步认知#为后面的专题讨论奠

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做好基本的理论准备$专题模块由教师精

选临床诊疗伦理案例#或者针对安乐死*器官移植等医学伦理

的前沿问题#由学生课外自主收集材料#整理思路#充分准备#

课上分小组讨论或者辩论#以此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学习

兴趣$

D)B

!

情景模拟和案例分析相结合
!

首先由教师精选临床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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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典型*难易适中的案例或者社会热点问题#由学生根据案例

进行情景模拟#让学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加深其对问题的

理解和体会(

#

)

$然后学生结合课堂讲授的相关知识内容#对角

色扮演的案例进行思考*讨论和解析#这个过程有助于训练学

生解决实际临床伦理问题的思维$最后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

结合知识要点进行归纳*总结和强调$这样既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又督促学生观察现实#开动脑筋#积极

思考#锻炼同学分析问题能力(

.

)

$如医患关系伦理*临床诊疗

伦理等部分可以运用这种方法$

D)C

!

以学生临床见习为契机#加强教学实践
!

.医学伦理学/

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除了课堂内的教学外#还应强化实践

教学#延伸课堂教学效果$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利用该学期每

个月的见习机会#在临床实践中去感受道德#践行道德#从而促

进学生所学知识的运用#促进知识的内化(

0

)

'教师还可以组织

学生到医疗机构开展相关伦理调查研究#认真发现和记录临床

中的实际伦理问题#再引导学生用医学伦理学知识对这些伦理

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强化知识运用#训练伦理思维(

"

)

$

D)D

!

巧妙运用学校现有载体#延伸和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

带

领学生参观本校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内涵的生命科技馆和医学

家塑像等#或者观看医德风范人物先进事迹的相关视频#如爱

患者胜过爱自己的万婴之母林巧稚教授'大医王忠诚'急患者

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的裘法祖院士'

感动中国最美乡村医生李春燕$这些视频教学资源不仅可以

适当刺激学生感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更是给每一

位医学生树立了榜样#触发了他们心灵最深处的医德情感$这

些载体是验证医学伦理学理论*原则的实验室#是打动学生心

灵的场所#可以有力延伸和强化课堂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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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医学教学课程学科间的整合已逐渐形成一种趋势#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体现了学科的延续性*综合

性#有利于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

!/2

)

$实验诊断学作为

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在器官系统化教学模式中的

设置安排和实施方法尚存争议#现将本校已开展的实验诊断学

器官系统教学模式进行探讨$

A

!

整合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促进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

采用+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临床医学课程分为

总论和各论$总论包括常见症状*问诊*物理诊断*实验室诊

断*影像学诊断$各论包括皮肤*呼吸*循环*消化*神经*血液*

内分泌与代谢*泌尿*生殖九大系统(

*

)

'原实验诊断学教学内容

中的血*尿*便常规检验及电解质*免疫学检验与各系统病变都

有关联#故讲授节点安排在总论中'骨髓细胞学检验安排在血

液系统讲授#肝脏功能实验室检查安排在消化系统讲授#肾脏

功能实验室检查安排在泌尿系统讲授#激素实验室检查安排在

内分泌系统讲授$

在教学实施中#每次理论课展开一次以问题为中心的讨

论(

1

)

$教员提出临床诊疗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学员们利用所学

基础*专业知识#提出各自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讨论中涉及临

床疾病常见症状*诊断思路*实验室指标选择*鉴别诊断等$学

员的主动性得以发挥#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信息

资源整合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不同学科教员参与讨论#利于

不同专业知识的融合#也利于明确本专业知识在临床诊疗中的

价值$

B

!

编写配合实验诊断学器官系统化教学模式的教材

教学组织实施中的主要内容来自于教材#目前采用的教材

包括.诊断学/*.临床检验基础/*.实验诊断学/等#无适合器官

系统化教学的专用教材#不利于+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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