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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

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

向'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

人的行为准则#培养-大医精诚#厚德尚医.的医生更是高等医

学院校的神圣职责$医学教育能否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下

培养学生高尚的医德#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

行业的医德方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探索医学生

医德教育教学#切实提高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A

!

医学生医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A0A

!

职业价值观存在偏差
!

当前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有功利

性*利我性*现实性与理想化的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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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某医学院调查
.$$$

名医学生选择学医的原因#

8$0$N

的学生认为-医生比较挣

钱.#

..09N

的学生回答-遵从父母要求.#仅仅只有
809N

的学

生-为治病救人.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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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对即将从事职业的内涵缺乏深刻

了解#职业价值观带着严重的功利色彩#与医生职业倡导的-全

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医德理念存在严重偏差$

A0B

!

职业情感欠缺
!

目前#少数医学生对自己即将从事的职

业情感淡漠#对自己未来即将服务的对象缺乏人文关怀$网上

曾流传的部分医学生对提供给自己练习的人体标本无端亵渎#

摆出各种姿势与头盖骨标本合影)同时#少数医学生也对就医

的患者态度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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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素养欠佳
!

有研究认为#缺陷的人文素质教育是造

成中国当下医德医风滑坡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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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课程设置

中#各医学院校人文社科类课程占总学时约
#N

#而美国*德国

为
.$N

"

.9N

#英国*日本为
!$N

"

!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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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校仅仅

通过-两课.学习代替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两课.教育效果

差强人意#调查显示#仅有
4#0#N

的医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

课作用较大'

,

(

$在对医学生-是否阅读过马克思*毛*邓等哲学

书籍.的调查中#

.-0,N

的学生认为-三分钟热情后看不下去.#

.80,N

的学生认为-没有#感觉没意思.#

480#N

的学生认为-只

在课堂上听老师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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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重视专业课程学习#忽视人

文素养的培育#-医生仅靠技术说话.的理念在部分学生思想深

处根深蒂固#医学生人文素养欠佳$

B

!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与医德内涵的逻辑关系

B0A

!

-爱国*敬业.是医德之魂
!

-爱国.是一种大德*是一种内

心情感体验$只有对祖国*对祖国人民充满热爱之情的医学生

才能拥有悬壶济世的情怀)只有对医学职业由衷的热爱*对生

命充满敬畏的医学生才能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的荣光和使命#

才不会以追逐金钱为职业价值#才会在今后的职业生涯遵循医

学职业操守#守住职业底线$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全心全意为

人民健康服务是医生职责所在#是医生立命之基#更是医德之

魂$-将理想信念*国情民情融入医德教育中#才能使医学生自

觉成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医德教育的根

本宗旨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大理论来匡正社会

不良思想对医学生心灵的影响#以-爱国*敬业.精神为航标#拨

开医疗现实中遮挡在医学生眼前的层层-雾霾.#让医学仁爱之

光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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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友善.是医德之基
!

医学面对的是有生命有感情

的人体#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认为#即使到了今天#医学面临

的最大困惑仍是不确定性$医生应该转变自己的态度#不把呈

现确定性作为职业的唯一价值#转而以友善与共情去安慰惶惑

的患者和躁动的家属'

"

(

$无论医学技术有多发达#面对复杂的

人体疾病#医生也只能是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去治疗*去安慰*去

表达对生命的挂念$-诚信*友善.是医生与患者建立交往的基

础#良言三句胜春风#-友善.的态度定会有效化解老百姓对医

生的不信任#构造一个和谐的医患氛围$医德教育正是要教会

学生以-诚信*友善.作为职业的根本#让病患理智看待医学的

局限性#引导学生换位思考#用自己的真诚赢得患者的信任#用

自己的爱心温暖患者$

B0C

!

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与医德内涵高度契合
!

-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与医学教育所倡导的-医乃仁术*大医精诚.同

属意识形态范畴#二者内涵一致#共生交融#具有高度的契合

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医德内涵的重要构成元素#医

德教育必须以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为基石#二者在实践中才能

交叉融合$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理念是医

生的职业底线#为医学生医德教育提供理论保障#医德教育的

宗旨就是培养学生更好地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

觉践行核心价值观理念#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好医生$

C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医德教育

C0A

!

课程教学强化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

医德养成是一个复杂

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过程#良好的医学人文理论知识是医

德行为的指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医德的内化需要

-使之成为个体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导向和引领力量#达到

促进个体德性人格提升和全面和谐发展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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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

重构课程体系#加强人文理论的教育#强化学生正确的职业价

值观$!

!

"增设相关课程$如重庆医科大学通过拓宽人文社科

类课程设置#实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等方式#使学生医德理

论丰盈#职业价值观不断正化#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重庆

医科大学在临床医学专业培养计划中#以-两课.为主#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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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科类课程学时#开设文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美学等
!$$

多门选修课程#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正面强化学生职业

价值观$!

.

"专业课教学中渗透价值观引导$如重庆医科大学

实施-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微课*

幕课*在线课程教学手段#通过案例*情景教学的方法#培养学

生以人为本#-既见病更见人.的临床思维能力#学生在系统的

理论学习中感知医德内涵#即德育溶于智育#智育渗透德育#形

成统一的育人机制#一改既往二者分离的状态#学生医学人文

素养提升#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得以彰显$

C0B

!

新媒体渗透铸牢学生的职业情感
!

在信息化今天#学校

医德教育理应高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渗透新媒体#润

物无声#铸牢学生的职业情感$如重庆医科大学通过学校论

坛*微信公众号开设医德专栏#以微信*微博方式推送身边平凡

医生的优秀事迹#定期发布和更新信息#让医学生在轻松休闲

的娱乐时间潜移默化地接受医德教育)通过微平台及时组织医

患热门话题讨论#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媒体报道的医患冲突*弑

医事件#把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学生自己主办的-重庆医

科塘.已成为全校师生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以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的系列主题#如-我身边的好医生.-医学与我.-在收

受红包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医德吗0.-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等

热点话题#一改说教文风#配合图文*视频#将热点事件*平凡医

生的不平凡事迹传到校园的各个角落#产生了极佳的正面引导

效应$这种以新媒体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传递正能

量的方式#为铸牢医学生的职业情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C0C

!

临床实践丰厚学生的人文情怀
!

临床实践是医学生内化

核心价值观理念#丰厚医德人文情怀的试验场$对医学生而

言#医务岗位不仅是职业#更是践行*传递*弘扬爱的平台'

!!

(

$

关爱患者#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情怀不是靠空洞说教达成的#

只能通过实践逐步形成$重庆医科大学狠抓学生实践环节的

医德教育#以学生处牵头实施的医学生假期社会实践*三下乡

活动#使学生对医生职业有了直观感受#涌现了一批批受患者

喜爱的-准医生.$在学生临床实习阶段#学校更是与教学医院

形成教育合力#即学校考核评价教学医院#学生考核评价临床

带教老师#医德在职称评聘中一票否决)在政策上为医学生撑

起丰厚医德人文情怀的蓝天$

习总书记
.$!-

年
9

月
-

日在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强

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

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

奉行的信念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为学生提

供系统的医德学习实践环境#培养出更多人民满意的好医生#

是高等医学院校的神圣职责$学校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与价值观#将人生价值的实现与民众的身心健康*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为人类的健康*社会的进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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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教育对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存在一定的缺

陷#其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发挥$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包括七年制研究生"是新兴的一种医学人才培养类型#重点培

养他们的临床胜任能力#以最终培养成为合格的临床医师为目

标$实践表明#这种重临床的培养方式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研

能力的培养'

!

(

$尤其儿科临床工作非常繁忙#大部分时间已安

排在临床第一线工作#故临床型研究生科研能力明显低于科研

型研究生#学生毕业论文的研究不能紧跟学科发展#也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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