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只是将其视为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一种方式!

而忽视了对学生学习现状和进步情况的掌握及对自

己教学的诊断和反馈功能"下一步本校将深化改革

形成性考试评价体系!进一步强调其对教和学的诊断

反馈功能!逐步构建形成性考试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

的医学本科创新人才成绩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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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被认知和发展"作为一种理念!需要通过师生

的代际传递实现+作为一种素养!需要医学教育在现

有框架内持续进行医学与人文融通的课程设计和机

制改进"因此!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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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文学

术期刊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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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作为标本!经多次编码搜

集标本信息!归纳建立研究向度!并绘制相关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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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研究的时间向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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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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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热点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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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后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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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出现了较为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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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论文

数量的波动性起伏!波峰分别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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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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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整体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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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研究

论文数量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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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研究的内容向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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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课程研究的论文可按照两级指标进行

内容向度的分类!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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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 院校类型 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合并医学院校$%地方性医学院

校%高职高专医学院校%民族医学院校%军医院校等

专业和课程 以具体专业或某门课程为微观视角

个案研究 国外大学%国内大学%微观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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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法指标分类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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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标本按

照描述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分类的数量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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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研究占相关论文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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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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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国内现状总结#

#%&

篇$和理论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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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总数为

!:

篇!占比
##8#a

!见图
!

"

!"#%

年以来!定量研究

的论文数量稳步提升!主要围绕医学人文课程必要

性%现状%学生及课程评价
:

个方面展开"描述性研

究与定量研究的论文在
!"#$

年呈现数量上的接近状

态!有若干研究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分析医学人文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改革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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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才培

养中医学人文课程的序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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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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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医学人文课程描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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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论文数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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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视角指标分类的现状分析
"

标本中有
BB

篇论文可从研究视角二级指标进行分类!占比

:"8:a

!

#:&

篇标本论文无明确指标以进行分类!见

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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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的研究视角分类表

二级指标
"

内容描述及样本量

院校类型
!!

高职高专医学院校
B

!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合并医学院校$

9

!地方性医学院校
%

!中医药院校
!

!军医院校
!

!民

族医学院校
#

专业
!%

临床医学
B

!护理
&

!核医学与影像
!

!口腔
:

!药理
#

!全科医学
#

课程
!!

专业基础课
&

!医学英语
:

!公共基础课
:

!公共艺术课
%

!医学人文导论#概论$

%

!医学史
#

!公共关系学
#

个案研究
%!

国外案例
B

国内案例
#9

微观内容,在线开放课程
!

!隐性课程
#

!核心课程
#

!

HN'

教学
#

!人类学引入
#

!联席授课#基于课程整合的教

学$

#

!电影融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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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院校类型分类!高职高专类院校相关课程研

究论文
B

篇!合并院校课程研究
9

篇!如同济大学医

学院利用综合性大学优势!探讨新生教育周中人文教

育隐性课程的构建与实践)

&

*

+地方性医学院校的医学

人文课程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调查趋势!上海中医

药大学和广西医科大学通过学生需求及评价反映医

学人文课程的建设现状)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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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专业分类!对临床医学专业%护理专业的人

文课程研究较多"临床专业又进一步划分为三年制%

五年制%七年制%'

9i%

(临床的具体研究!护理人文课

程研究较为深入系统"

根据课程分类!0解剖学1课程的人文建设在专业

基础课研究中占据优势!0医学英语1课程的人文性研

究论文达到
:

篇+公共基础课和公共艺术课以学科交

叉视角探寻人文与医学的互通+医学人文课程群中仅

0医学导论1和0医学史1等具有聚焦研究+医学人文课

程实践教学的研究较少"

根据案例研究分类!国外大学课程研究集中于发

达国家医学课程实际+国内案例涉及
##

个省#含
!

个

直辖市$!分别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新疆%广

东%广西%海南%安徽%上海和重庆!另有匿名的省份和

院校研究
:

篇"个案研究显示出医学人文与教育学%

人类学研究视角的交叉!以及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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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研究的人员及职业向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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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文的作者人数%职业分类%研究持续性进行

归类分析!独立作者占
%&8$a

!多名作者占
&%8%a

+教

师占
&"8:a

!行政管理人员占
#:8%a

!医生占
:8"a

!

无法统计来源占
!#8%a

"

根据作者人数分类!

&%8%a

的论文由两位以上作

者共同完成!但在这
#99

篇论文中仅有
!#

篇实现了

跨部门#校内合作$%跨院校#校际合作$%国际化的合

作!其他论文集中于部门内合作"

根据作者职业分类!教师身份发表的论文数显示

出绝对优势+行政管理人员来自教务处%学工处#学生

办$%医学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所%出版社及学报等+

临床医生发表的论文数仅占
:a

"

考虑到人员研究的持续性!以跨年度发表
!

篇以

上论文#含
!

篇$%同年度发表
!

篇以上论文#含
!

篇$

统计出作者数分别为
$

人和
K

人"其中!跨年度发表

均为连续两年!

#

年
#

篇+同年度发表最多为
#

年
:

篇

#朱键!

!""K

$"扣除重复作者论文共计
%$

篇!

!"""_

!"#$

年论文中
!"K

篇来自不同作者!显示出我国医学

人文课程研究队伍的稳定性不足"

A

"

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研究论文发表期刊的向度分析

""

以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科技核心期刊和医学教育

$9%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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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K

卷第
!

期



核心期刊作为归类标准!排除会议通知和活动介绍等

论文!共计
!K

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占
##8:a

+

::

篇发表在科技核心和医学教育核心期刊!占
#K8"a

+

&K8#a

的相关论文发表在普通期刊"这说明当前刊

登相关研究的高级别期刊数量较少!同时现有研究交

叉程度欠佳"发表在教育学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作者

基本上都为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研究者!主要是国

外案例介绍的案例阐释+发表在医学教育相关杂志的

论文!较多体现出教学的经验性思考"

E

"

基于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研究向度的总结

""

从数量来看!近年来我国医学人文课程的研究成

果基本呈现规律性和稳定性发展趋势!医学人文课程

成为人文医学研究中的热点"随着国内外对本科教

学质量%医学教育标准尤其是人文素养重视程度的不

断提升!医学人文课程的研究必将持续升温"然而!

热点研究只能显示热度水平!着眼于提高研究'质(的

水平是现阶段医学人文课程研究的必由之路"杜治

政)

B

*指出!当前'人文医学教学缺乏总体设计!存在零

乱%破碎的缺点55+人文医学教学组织%教师与人文

医学教学的要求不相匹配55(的观点!与上述
:

个

向度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基于上述研究!可从以下

方面进行改进"

E8=

"

医学人文课程理论性%系统性和前沿性问题的

研究需要加强
"

在经验性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

开展学科视野下医学人文课程理论和系统的研究!前

沿问题研究也是整体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

#"

*

!加强国

际合作%校际合作%跨专业合作等有助于拓展研究视

角!使用定量方法进行学校案例%地区案例%国家案例

间的比较研究是积极的思路"

E8>

"

微观研究内容的关注度有待提高
"

医学人文课

程缺乏来自课程层面的特色研究!教学法和现代教育

教学手段的融入研究仍显不足!医学人文课程的整体

设计如选修课与艺术类课程的融合!通识课程与隐性

课程%医学人文实践课程如何开展等可进行基于教学

学术的研究"

E8!

"

研究人员协同程度和稳定性需要提升
"

研究成

果的交叉范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业人员的协同程

度"一方面!教师%管理者%医生的协同可将教学与临

床实际的问题转化为研究主题!通过团队式合作产生

系列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跨专业背景的协同!尤其是

引入教育学专家的协同!有助于产生从实践到理论的

研究转化"专家教授领衔!依托课程和课题!长期从

事医学人文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团队化发展是提升稳

定性的关键"

E8A

"

加大医学人文期刊的建设力度
"

学术期刊是繁

荣医学人文研究尤其是课程研究的阵地!学术生态圈

建设需要从业者%研究者%各级管理部门%学术期刊及

出版社等多方努力"我国医学人文高水平专业期刊

建设刻不容缓!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医学人文学术期刊

建设的导向和力度+院校可立足实际!在学报中设立

医学人文或医学教育的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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