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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医者 也是师者”                 第 40 个教师节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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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与引导  创造良好学习环境

陈孝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

郭俊杰　山西省中医院内分泌科  

秦献辉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国家肾脏病临床研究中心  

夏景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  

邢西迁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王建荣　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 

王胜昱　西安医学院医院发展管理处处长兼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张　毅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泛血管病中心 / 高血压中心主任、科研处副处长  

秦献辉：现在的学生与过去

相比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

现在学生的学习方式受到数字

化和网络化的深刻影响，使他们

在获取信息和进行研究时具有

更大的便利性，但也会导致信息

过载和注意力分散，易浮躁，缺

乏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其

次，现在的学生是在多元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

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更开放和多

样化。然而，在鼓励他们敢想、

敢做、敢创新的同时，也需要给

他们更多引导，要求大家将个人

发展与团队、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相结合，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最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现在

的学生可能面临更高的学业、竞

争和生活压力，需更加关注每个

人的心理健康，身

心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的教育工

作中，我会根据学

生 个 性 和 学 习 风

格， 提 供 不 同 方

向的学习资源和支

持。通过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和鼓励独

立研究项目，来提

高大家分析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技能。

在 严 格 要 求 和 学

习目标明确的前提

下，师生相互尊重

和理解，教学互长，

建立一支和谐的、

没有围墙的学习大

家庭。

《医师报》：谈谈您心目中的医学教育是什么样的？ 

《医师报》：您觉得现在学生和以前的学生相比最大的不

同是什么？您是如何因材施教的？

王胜昱：医学教育应是严

谨与人文关怀并重的综合体系，

既注重医学知识的深度传授，又

强调对生命价值的深刻理解。因

此，医学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

临床能力的培养。医学是一

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医学教育

不仅要让学生学习书本知识，更

要带领他们直面病人的痛苦和生

命的脆弱。通过真实病例和手术

场景，让学生学会应对各种复杂

的临床问题，培养综合诊疗能力

和应变能力。

科研思维的培养。医学的进

步依赖于不断研究和创新，因此，

科研素养也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科研训练，学生可

以培养独立思考、批判性分析以

及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科研不

仅是创新的源泉，也是未来医学

发展的基石，学生应当在求知欲

的驱动下探索医学

领域的边界，学会

提出并解决临床中

的疑难问题。

医患沟通与人

文关怀。一位优秀

的医生，不仅要有

精湛的医疗技术，

还要有高超的医患

沟通能力。如何通

过沟通传递信任、

让患者感受到关怀

与尊重，是医学教

育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因此，医学教

育应注重培养学生

的同理心与责任感，

使其成为既能解决

生理问题，也能抚

慰心灵的全能医生。

医学是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综合体系
老师教我老师教我                        这样做医生这样做医生

作为医学领域的教育工作

者，既要培养拥有高水平医学

专业技术的学生，更要培养富

有人文情怀、沟通技巧和社会

责任的学生，让医学真正成为

一门有温度的学科。我常引用

外科泰斗、恩师裘法祖院士的

名言：“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

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勉励我

的学生们沉下心来，脚踏实地，

承载知识和医德远行。

作为裘法祖的第一个博士

研究生，裘老对我的影响是终

身的，老师的三句话让我永生

难忘。第一句话是“要做一个

好医生。”怎样才能做一个好

医生，我自己总结的是“三不

计较”：不计较时间，不计较

金钱，不计较一时的得失。不

计较时间，就是要把自己全部

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患者身上。

不计较金钱，学医之人贪图金

钱就会出大事。不计较一时得失，

就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些，不害怕

眼前暂时的困难和挫折。第二句

话是“医患间要以心换心，换位

思考。”裘老总教导学生们，医

生不能只重视治病，不重视“治

人”。医生要努力赢得患者的信

任，打消他们的顾虑，以取得最

佳的治疗效果。第三句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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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要对患者高度负责，

尽最大努力把患者的病治好。

裘老的三句话成为了我的

的座右铭，也成为我教导学生

的指南针。老师如何要求我，

我就如何要求学生。因此我也

常叮嘱学生，医学不仅是科学，

更是人学，年轻医生不仅要学

习新理论、新技术，还要主动

去关怀患者，这就是我们做医

生的初心、大爱。

我非常幸运在读博士时能

跟随瑞金医院王继光教授。

2009 年，博士一年级的我

人生第一次出国，随王继光老

师去意大利米兰的欧洲高血压

年会做学术发言。我精心准备

了发言，却在回答问题环节，

因一位欧洲教授的口音及自己

的紧张，没有完全听懂，于是

又汇报了一遍主要发现把这个

问题搪塞了过去。来到台下，

王老师没有批评我，却和我讲

了一个故事。他说，以前欧美

的学者，做了毕生学问后可能

会受到类似欧洲高血压学会这

样的学会邀请到欧洲某个国家

参加学术会议。这个学者可能

需要坐船在海上度过 14 天才能

到这个城市，在全世界同行专

家面前，用投影幻灯讲述 15 分

钟左右的研究内容，回答 2~3 个

问题，再坐 14 天的轮船回去。

这些学者经历了 1 个月的长途跋

涉，内心却非常满足，因为他们

在全世界该领域中最好的学者面

前作报告，展示了自己长时间的

研 究 成 果， 还 有 2~3 个 感 兴 趣

的学者提出了问题，证明自己的

研究非常有吸引力。只有真正热

爱，才会尽善尽美，做到最好，

不留遗憾，这是一个学者应该有

的态度。我听完之后，深感自责，

以后在很多场合我会分享这个故

事，也在我的每一次研究和每一

次报告中，尽量做到热爱与尽责。

我 想 王 老 师 口 中 的“ 做 学

问”，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常提到

的“科学精神”。虽然如今社会

在快速发展，但这种科学精神应

该长存。

陈孝平陈孝平   守住做医生的初心大爱

张毅张毅  “做学问”应该长存“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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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平院士为本科生上课陈孝平院士为本科生上课

王胜昱教授（前排左三）正在临床带教王胜昱教授（前排左三）正在临床带教

张毅教授（左三）正在进行手术带教张毅教授（左三）正在进行手术带教

秦献辉教授（中）为学生讲解科研方法秦献辉教授（中）为学生讲解科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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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 A3 版）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裘佳 王丽娜 

黄晶 宋箐 刘则伯）大多数教学医院的医生都有

着两重身份，他们既是“医者”，也是“师者”。不

仅要救死扶伤，潜心钻研，还要教书育人，将最前沿的医学知

识和诸多临床经验传授给青年医生，同时还要传递医者对于生命

的敬畏与责任。医学教育是充满挑战的，既需要培养医学生扎实的

医学理论知识，又需要培养其强大的动手能力，还需要培养高超的情商，

能灵活沟通，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医学教育又必须是有温度的。一个好

的医学老师会把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患者的共情用某种方式传递给

下一代医生。可能是在一次危重抢救时的担当，可能是在一次家

属谈话中的真情，也可能是在一次重大手术过程中的坚持与不懈。

值此第 4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医师报》特别策划一期“既

是医者、也是师者”的话题，谈谈如何做好医学教育，

传递医学的深度和温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