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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既是医者 也是师者”                 第 40 个教师节特别策划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传递医学深度与温度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传递医学深度与温度

融入现代科技  让教学身临其境
《医师报》：新兴技术发展下，您对未来医学教育有哪些畅想？

老师教我老师教我                        这样做医生这样做医生

很早就听说侯凡凡院士对科

室的医生和研究生非常严格，但

直到我在工作中真正接触侯院士

才发现，她的严格是源于对自己

近乎苛刻的要求、对患者的高度

负责和对科研的极端严谨。

她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热

情令人敬佩。每周三在南方医院

肾内科专家门诊，总能看到她从

早到晚忙碌的身影，中午只在诊

室吃盒饭，甚至顾不上吃午饭。

她经常说：“病人奔波劳累来找

我看病，我没有理由让他们失

望。”多年来，侯院士把业余时

间都投入到一项项科学研究中。

同时，侯院士还积极投入到医院

的各项文艺表演中。她说：“我

希望每个医生在工作忙碌之余都

不要忘记发现生活的美好。”我

想这就是她一直以来保持精神焕

发、积极向上、正能量满满的重

要原因。这种对工作的敬业，对

科研的严谨，对生活的热爱，感

染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从医学生到医生才明白纸上

得来终觉浅，还有大量知识和经

验需要去学习。我的第一位临床

带教老师李老师非常爱学习，虽

然学历不高，却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一位技术过硬的医生。犹

记得我和另一位新来的医生经常

会跟着李老师回家，在李老师家

简单吃点就骑着自行车跟着李老

师到各家医院听晚上的科室讲座。

这样的学习经历坚持了一年多，

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位影响我的人是我尊敬

的老院长。老院长在眼科界是一

位德高望重的人，他因身体原因

无法进行眼科手术，但他的知识

永远都紧跟学科发展。他坚持阅

读最新英文版专业杂志，了解最

前沿眼科技术，用理论指导医生

们手术，每一次听他讲解分析病

情，都条理清晰、透彻，很有收获。

我在一个个这样的老师、前

辈的教导下逐渐成长，由一位

住院医师成长为主任医师。前

辈们在我心里树立起来的榜样，

成为了我一生努力的方向，我

也同样希望以我的行动影响后

来的年轻人。

在我的求学和从医生涯中，

有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

的印象。他不仅是医学领域的

权威，更是一位道德楷模。他

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医

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

要有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他曾经对我说：“医生治的

不是病，而是病人。每一个病人

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们对

医生寄予了巨大的信任。”这句

话深深刻在了我心里。每当我面

对一个复杂病例时，都会想起老

师的教导：医疗的核心是如何将

医学知识转化为对生命的拯救，

如何在绝望中给患者带来希望。

除此之外，这位老师在科研

上严谨而执着的精神同样让我获

益匪浅。他常常鼓励我们大胆提

出假设并付诸实验，通过反复的

实验和验证来寻找真理。这种不

懈探索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在

日后的临床与科研工作中如何看

待问题、如何解答疑惑。

秦献辉秦献辉   对工作敬业  对科研严谨  对生活热爱

王建荣王建荣  老师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王胜昱王胜昱  老师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邢西迁教授（左一）进行支气管镜手把手演示邢西迁教授（左一）进行支气管镜手把手演示

夏景林教授（左一）团队在进行病例讨论夏景林教授（左一）团队在进行病例讨论

郭俊杰教授（左四）指导学生郭俊杰教授（左四）指导学生

王建荣教授（左二）在做义诊王建荣教授（左二）在做义诊

夏景林：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医学教育上也是如此。因而，

我们要更加重视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医学教育。如智能化教学：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实现个性

化教学和精准评估。通过智能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

成绩数据，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和资源推

荐。虚拟仿真教学：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技术手段构建虚拟仿真教学环境，让学生在

模拟真实场景中进行实践操作和病例分析，提高临床

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

加强医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融合教育，如生物信

息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

创新能力，推动医学科学的交叉融合和发展。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鼓励医生在职业生涯中不断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理念，保持与医学科技发展

的同步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

郭俊杰：中医学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名家

辈出，经典繁多。但我们今天人的体质、生存环境、

常规用药和以往有很大差别，所以我们在用经典方药

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真真做到“尊古不

泥古，师法不泥方”。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发展迅猛，对社会

影响甚巨。网络内容，多而繁杂，良莠并存。知识碎片化，

学习手机化，新一代的学生受益于此，也受制于此。

我们需顺势而为，宜疏不宜堵。首先要使学生有定力，

对网上内容有鉴别，亲近科学的、系统的、正确的，

远离伪科学。同时要把前人的经典、我们的经验放到

网上，在网上发声，在网上教学，培养有现代理念的

中医临床医生。

在学技术上，还是强调要让学生多临床，重实践，

带着问题学经典，勤思考，求创新。跟师与临证是关键，

跟师门诊、查房，体会老师的临证经验，学习中医临

床思维方法，学会中医的真功夫。让学生掌握临床诊

疗的基本方法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根据临床工作

的需求，放手学生进行诊疗方法的优化和辨证论治机

理的研究，并在课题研究中提出新的见解，有所创新。

邢西迁：在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对未

来医学教育充满了期待和畅想。首先，我希望能够借

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

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生动的临床学习环境。通过模

拟手术、病例讨论、现场参观等手段，让学生可以身

临其境地感受临床实践的挑战和乐趣，提高学习效果

和兴趣。

其次，希望未来医学教育能够更加注重跨学科融

合和跨界合作。医学与生物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

等多个领域紧密相连，通过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可

以推动医学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医者·师者

欢迎大家投稿讲述自己与老

师 / 学生的故事。

邮 箱：yishibao2017@163.com

（注明：第 40 个教师节专题投稿）

医生首先要有高尚的
医德 , 负责的精神 , 高度的
同情心 , 还要有精湛的医术
和服务的艺术。

——  吴阶平

要做一个好医生。
医患间要以心换心，换位思考。
医生看病就像背小孩子过河，不把

孩子送到河对岸，便不能算是安全。

——  裘法祖

单有对病人负责的精神还
不够，还要掌握精湛的医术，
没有真本事，病人会在你的手
术刀下断送生命。

——林巧稚

一个临床医生的职责是治疗病
人的疾病，要取得好的效果，先得
解决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学习，不
断地结合临床工作进行研究，选定
一个方向锲而不舍，终将有所收获。

——黎介寿

（上接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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