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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实践都是“人生大考”
临床是医学生的“考场”

巩守平指出，医学

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

门艺术，更是一门实践

学科，是关爱生命、促

进健康、治疗疾病的科

学实践与艺术。医务人

员的服务对象是人，医

务人员自身也是人，所

以医学是以疾病治疗和

健康为中心，发生在人

与人之间的一项社会实

践活动和科学艺术的学

科。这就决定了在培养

医学生的过程中，无论

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

是理论课程、实验课程，

还是手术实操等环节，

都要始终秉持如何让患

者获得最大收益这一原

则，这也是医学伦理学

的重要原则之一。 

在生命面前，一切

都 显 得 渺 小， 医 务 工

作 者 一 切 工 作 都 应 围

绕服务生命展开。“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始终

将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

首位，并且要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作为医务

工作者，在生命和健康

面前，我们应当冲在第

一线。在火车上、飞机

上、高铁上、景区里、

马路边，甚至在马拉松

比赛现场，许多医务人

员有求必应，在第一时

间抢救患者，挽救了无

数生命，为无数家庭带

来了幸福和希望，同时

也赢得了整个社会的敬

意和感动。这些鲜活的

事例，正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最生动

的诠释。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

在医疗领域的迅猛发展，

当“AI 医生”开始在智

慧医院问诊、治疗方案

参考等场景中崭露头角，

不少医学生心中产生困

惑：临床技能训练在 AI

时代是否仍有必要？巩

守平针对这一时代命题

作出清晰解答。

他强调，AI 本质上

是辅助工具，其所有诊

疗行为的落地实施，都

必须依托线下医务人员

的操作与把控。从问诊

流程的具体执行到治疗

方案的最终确认，责任

主体始终是具备专业素

养的医者。“技术再先进，

也替代不了人与人之间

的温度传递。” 巩守平

指出，医学的核心是建

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生命

照护，这种面对面的诊

断、沟通与决策，正是

人类医者不可替代的价

值所在。

谈 及 AI 与 医 学 教

育的关系，他进一步阐

释：临床实践不仅是技

能锤炼的过程，更是为 

AI 提供高质量训练数据

的重要源头。医学生在

反复的技能训练与真实

诊疗中发现的问题、积

累的经验，能够不断优

化 AI 的学习模型，推动

诊疗技术的迭代升级。

“这意味着，扎实

的 临 床 功 底 既 是 应 对

AI 挑战的‘硬通货’，

也 是 塑 造 未 来 医 疗 的

‘铺路石’。”巩守平

表示，越是在技术快速

迭代的时代，医学生越

要守住实践根基，在与

AI 的 协 同 中 找 准 医 者

的定位——不是被技术

取代的对象，而是驾驭

技术、守护生命的核心

力量。

巩 守 平 以 医 者 的 责 任

担当与育人情怀，向医学

生 们 深 情 寄 语。 他 强 调，

医学之路是技术与仁心的

修炼之路，唯有在每一次

考验中筑牢根基，方能在

守 护 生 命 的 征 程 中 践 行 

“ 健 康 所 系、 性 命 相 托” 

的誓言。他强调：

服务生命  医者仁心的实践底色 五重修炼  成就自我价值

筑牢功底    迎接 AI 时代医学新命题

11第一，要将临床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视为

“人生大考”。每一位患者都可能是医者

此生遇到的唯一的患者，因为疾病在不同

患者身上的表现不尽相同，就如同我们永

远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每一次医

患相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缘分。患者选择让

你负责他们在医院的治疗，这是对医生以

及医院的信任，我们要用敬业、精心、爱

心来回报这份信任，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

一样对待患者。

第三，要具备协作精神。医学领域，

无论是诊疗工作、科学研究，还是教

育教学，都离不开团队协作。大家需

要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进行

合理分工与协作。那些只考虑眼前利

益，认为事情必定能轻易完成的想法

是短视的，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取得一

定成果，但不利于长远发展。

最后，希望医学生们要有韧性。

在临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患

者对治疗不满意的情况，甚至

会遭遇少数激动家属的不文明

行为，这时大家可能会感到委

屈、流泪，但请不要因此动摇

自己的初心。就像技能比赛一

样，即使在某个环节出现失误，

也不要气馁，因为后面还有很

多环节可以争取分数。请大家

记住，一个人最大的失败是输

给自己，而不是别人。

第二，要重视学习。每个人的成长都是

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医学

生既要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也要

掌握临床技能，同时还要学习医学人文

知识以及与医学相关的各类知识，这也

是新医科的重要要求。正所谓“腹有诗

书气自华”，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每天坚持学习，积少成多，必定

会取得显著的进步。

第四，要学会奉献。许多医学生

在家人的关爱中成长，习惯了

接受。但当大家走向社会、参

加工作后，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

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就是对“大

我”的奉献观的认可。工作中，

不会有人像父母一样为你准备

好一切，大家需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去争取。所以，同学们要培养

奉献精神，通过奉献改变以自我

为中心的状态，从而赢得应有的

尊重。奉献能让我们感受到，在

社会中最幸福的事情是得到他

人的肯定，是自己对他人有价值，

并且通过奉献实现自身的价值。

巩守平校长：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玉辉）“医学生真正的‘大考’，从不在标准化试卷上，而在患者信任的目光里。” 近日，

西安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巩守平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核心理念，结合临床技能培养、人文关怀以及 AI 

时代的医学发展，为医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成长必修课。他强调，每一次临床实践都是“人生大考”，医学生不

仅要锤炼过硬的专业技能，更要在责任、协作与奉献中，成长为兼具仁心与智慧的新时代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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