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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人们都将+仁爱#奉献#仁心#救死#扶伤#济世,等

高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医学行业"并运用于疾病诊疗中)

!

*

!但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健康的

追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对医务工作者专业水平#人文素养的期

望值也越来越高!当代医学俨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医

学"已逐渐被+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所替代!作为未来医

疗行业的主力军"每一位医学生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之外

还应该具有医者仁心的高尚情怀!为缓解医患矛盾"减轻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提高我国整体医疗水平等"国家根据我国医

疗环境的具体情况结合国外住院医师培训模式进行了医学专

业研究生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于
)+!)

年开始实行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轨"即

在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可给予+四证合一,"使临床型研究

生在毕业时同时具备理论基础#科研及思维能力#临床基本操

作能力!此项措施初见成效"临床型研究生深受各大医院的青

睐"同时在医学生选取专业型和科研型研究生方面也显示出明

显的差别!然而"近年来我国各地各阶层的暴力伤医事件却呈

逐年上升趋势"

)+!)\)+!#

年分别发生医疗纠纷案件
!(,((

#

!'.,,

#

!,,&&

#

)-))!

件!调查报告显示"在导致医疗纠纷的

各项原因中"因医生人文素养不够高#对患者人文关怀不足和

医患之间沟通不当所导致的纠纷案件数比例最大)

)

*

!由此可

见"医学生知识体系中的人文素养教育环节在医生职业生涯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

!在目前培养研究生模式的基础上"如

果在+双轨合一,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将

整体提高我国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及道德情怀"为我国医疗

行业塑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可大大减少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的发生!因此"各大医学高等院校需将人文素质教育作为医学

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才能培养德才兼备的医护人才)

&

*

!本文对

临床型研究生+双轨合一,培养过程中的人文素养教育展开

讨论!

!

!

培养硕士研究生人文素养的意义

!!

医学同时具有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两种属性"二

者缺一不可)

#

*

!然而调查显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医学人文素

质教育在相当一部分数量的高等医学院校中占比较小"最终导

致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存在局限性"其主要凸显在医生的人文精

神缺失)

(

*

!医生应该同时具备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道德

情怀!尤其在当今社会"医学人文素质已经成为支撑整个医疗

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在当今严峻的医疗形势下"医患矛盾问题使医务工作者和

患者乃至家属之间都产生了不信任!特别是在某些机构的引

导下发展为整个社会对医疗行业的不理解"甚至对医疗行业的

评价也过于偏激!近年来"暴力伤医案例呈逐年剧增"究其原

因"主要是因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理解和信任!

因此"医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人文素养简单概括为人

的内在品质"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对象#以服务为途径的知识水

平和研究能力)

.

*

!而高等医学院校人文素养教育旨在引导医

学生在临床工作当中正确处理人#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转化为

自身内在品质"伴随医生的整个职业生涯"最终成为医生特殊

的品质)

'

*

!人文素质在医务工作者中表现为'$

!

%在具备精湛

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以人为本"尽自己所能为患者提供最大的

人文关怀($

)

%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

-

%以自

信#稳重#耐心#细心#热心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医学具有

浓厚的人情味"其包含的人文属性必须在医学生人文教育中灵

活展现)

,

*

!

"

!

目前+双轨合一,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

由于当前医疗资源相对缺乏"临床工作较为繁重!临床医

学硕士研究生在临床工作的同时需要接受临床理论知识和操

作技能的培训"且部分临床型研究生还需完成一定的课题实

验!+双轨合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图
!

%'$

!

%研究生临床实

践时间不足($

)

%培养目标较为模糊($

-

%导师指导时间不

足)

!+

*

($

&

%大部分临床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只注重

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由

此专业型研究生多数忙于临床工作"缺少专项的人文素养教

育!因此"导致部分医学生专业水平过硬"但人文关怀相对欠

缺!调查显示"大部分医学生认为有必要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

教育"并且人文素养课程安排及相关图书馆资源需进一步提升

和完善才能满足各阶层学生的需求)

!!

*

!表明医学生也迫切希

望通过人文素养教育提升自己的医学人文情怀"使自己成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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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临床医生!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应和

医学专业技术同等视为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的核心内容!

图
!

!!

+双轨合一,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

!

针对临床型研究生人文素养教育的思考

#"!

!

通过阅读方式提升医学生人文情怀
!

人文素质养成的重

要路径之一为阅读)

!)

*

!因临床工作任务繁重"医学生只有发

挥主观能动性"自发地翻阅相关书籍或者通过网络等其他途径

$如'查询相关文献#关注公众号#报刊#杂志%了解人文素养相

关内容!将阅读内容与自身临床经历相结合"灵活运用"在工

作中培养医学生人文情怀!人文素质的提升过程是医学生内

在涵养的形成过程"也是道德修养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过程"

其主体为自我提升)

!-

*

"其过程漫长"需要持之以恒!

#""

!

以科研小组为单位"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提升医学生人

文情怀
!

因各个科研小组均有定期召开读书报告会的安排"故

可以以科室或教研室为单位轮流安排学生讲述有关人文医学

的相关内容!报告会期间除了分享本专业相关知识"可分享近

期查阅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关文章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以供成员

之间相互学习#交流"使学生不仅感受医院文化的熏陶#学习医

学知识"同时获得人文素养知识的交流平台)

!&

*

!

#"#

!

医学院校加强人文素养学科建设"提升医学生人文情

怀
!

在研究生整个培养历程中"医学院校应该大力增加人文素

质教育课程的比例"将人文教育内容与临床实践巧妙结合!将

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知识同临床实例相结合"编纂实用的#征

对不同专业的人文素养教材!且人文素养教材应尽量系统化"

以综合考核方式检测人文教育效果"如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其次"医学院校图书馆应增加人文素质相关阅读资源并定期更

新!适当安排人文素养学术讲座"其内容可涉及法律#伦理#道

德#文学#历史#心理#经济等各个领域!最后"提升人文素养授

课教师的专业水平"对带教导师进行定期培训"形成一套具有

人文特色的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在学校硬件和软件设施各方

面均需满足医学生的学习需求!总之"人文素养教育的复杂

化#漫长化#系统化等特点在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过程中切实

存在"因此需要医院甚至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参与!

#"$

!

带教导师需加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认识
!

作为医

学生职业生涯的启蒙者"带教导师的言行举止#处理问题的方

式及思维影响着学生!然而少部分导师对医学生人文素养培

训意识不强"对医学人文素质理解不够深刻"简单地视为医德#

医风!具有医生和教师双重身份的研究生导师应该做到+身正

为师#学高为范,"在学生面前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人文修养都

必须起到标杆作用!但是在当前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分布不均

和医疗改革新形势下"以及研究生+双轨合一,的过程中"存在

导师指导时间不充足和临床工作任务繁重等现象"对研究生重

在使用"而轻视人文素质和人文关怀技能的培养!因此"需提

升带教导师的培养意识"将人文素质培养融入到诊疗工作中的

每一个环节!同时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征"将人文关怀技能

作为必需的医学技能传授给学生!

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有助于提升医学生综合素

质"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成效!减少医患纠纷#建立

和谐的工作环境需要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而合格的临床医生

需同时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和高尚的人文情怀"同时还要有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对于目前临床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双轨合一,存在的不足有待改进!提升医学生人文素养可以

影响我国医疗服务质量"改善我国紧张的医患关系"提升整体

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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