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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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关注注

以问题为导向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开设多类型选修课助医学生适应工作岗位人文、文学类选修课最受欢迎

加强人文医学培养改善医患关系

从人文素质通识到成

长 基 础 通 用 能 力， 再 到

专 业 交 叉 拓 展。 赣 南 医

学 院 开 设 了 300 多 门 选

修 课， 赣南医学院党委

副书记、 院长张小康 介

绍， 其 中 一 部 分 为 学 校

教 师 开 设， 一 部 分 是 国

内 名 校 名 师 开 设 的 网 络

课程。

赣南医学院当前比较

热 门 的 选 修 课 有： 创 新

创 业、 中 国 古 代 史、 现

代 大 学 与 科 学、 东 方 文

学史。

“我校曾对大一至大

四 学 生 关 于 引 进 网 络 选

修 课 进 行 过 调 研， 学 生

们 对 人 文 素 质 类 课 程、

学 科 交 叉 类 课 程 兴 趣 更

为浓厚。”张小康说。

贵州中医药大学开设

的 选 修 课 分 为 专 业 选 修

课 和 公 共 选 修 课 两 类。

贵州中医药大学党委委

员、副校长田维毅表示，

专 业 选 修 课 是 与 专 业 知

识能力相关的课程体系，

不 同 的 专 业 有 特 定 的 专

业 选 修 课 体 系， 面 向 特

定 的 专 业 学 生 开 设。 公

共 选 修 课 分 为 第 一 课 堂

和 第 二 课 堂 两 个 模 块 向

全校学生开放。

田维毅表示：“在目

前 开 设 的 选 修 课 中， 医

药 健 康 类、 文 学 艺 术 体

育美育更受学生欢迎。”

在湖北民族大学医学

部， 选 修 课 分 为 两 个 部

分： 一 部 分 是 建 立 在 本

科 生 必 修 课 程 基 础 上 所

开 设 的 专 业 选 修 课， 利

于学生们通过兴趣爱好，

在 本 科 阶 段 就 了 解 到 自

己 想 要 学 习 的 专 科 专 业

知 识； 第 二 部 分 是 公 共

选修课程，开设有天文、

地 理、 人 文 科 学、 自 然

科学、体育艺术、美妆、

音乐、人工智能、考古、

影视等多种课程。

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

大医院风湿免疫科教学

主任何三山 介 绍， 在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中 男 女 选 择

侧 重 点 会 根 据 课 程 难 易

程 度、 获 取 学 分 的 难 易

程 度 来 进 行 抉 择， 男 生

更 偏 向 于 人 工 智 能、 影

视、 法 医 方 向， 女 生 更

偏向音乐、戏剧等方向。

“人文医学知识结构

是 决 定 医 务 人 员 医 学 人

文 素 质 和 人 文 关 怀 能 力

的 内 在 机 制， 对 于 提 高

医 疗 质 量 和 服 务 水 平，

铸 造 医 学、 医 院、 医 务

人 员 的 人 文 形 象， 改 善

医 患 关 系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医

政 学 院、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人 文 医 学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刘 虹 和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医

政学院陈永祥曾开展《人

文 医 学 知 识 结 构 认 知 的

调 查 研 究 》 并 指 出， 相

当 一 部 分 医 务 人 员 缺 乏

合 理 的 人 文 医 学 知 识 结

构， 导 致 能 力 结 构 和 行

为 结 构 发 生 偏 倚， 医 患

关 系 紧 张 和 医 德 医 风 滑

坡只是其外在表征。

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

好比“鸟之两翼，车之双

轮”。南昌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副院长胡辉表示，南

昌大学医学院的人文医学

课程、法律课程从创课以

来每堂课程都座无虚席，

这也从侧面反馈了学生们

对这个课程的需求。

“当医生和人民的素

养 都 不 断 提 高， 医 患 关

系 才 会 越 来 越 好。” 胡

辉说。

田 维 毅 认 为， 为 更 好 地 帮

助医学生毕业后适应工作岗位，

还需要在医药健康板块下开设

一些专业执业技能实训，执业

考核知识提升以及临床诊疗思

维养成等课程。目的是有针对

性提升学生的专业执业能力，

让学生提前知晓并掌握执业知

识和技能，能更快更好的适应

工作岗位，同时对目前选修课

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

在何三山看来，目前学校选

修课程专业知识与临床知识课程

偏少，后期增设课程可根据现代

医学的发展、学生兴趣入手来衍

生出更多的选修课程，例如当下

自媒体盛行，可以结合自媒体多

做一些学科以及疾病的宣传与科

普，利用大数据来进行慢病管理，

为慢病管理提供有力抓手，利用

互联网医疗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

的就诊服务，如果未来选修课将

这类课程进行不断完善，相信能

极大提高患者就诊服务质量，也

能更好地帮助这些未来的医生进

行就诊、分析辨别患者疾病，尽

早查清病因进行针对诊疗服务。

张小康表示，为了帮助医学

生毕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医

学院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医学人文素养教育 , 融

洽医患关系。一个合格的医学生不

仅专业知识要扎实 , 还要具有高

尚的医德、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广

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因此，

有必要在选修课的设置中增加文

化沟通、传统文化等选修课程。

二是提高信息素养，增强信息

管理运用能力。大数据时代，医学

生需要通过计算机应用软件的操

作，从多种数据库获取信息，获

取学科前沿知识，解决遇到的各

种难题。为了提高医学生的信息

素养，学校后期应开设医疗大数

据、Python 语言等选修课。

三是加强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面对复杂的医学问

题批判性思维对于医学生来讲显

得尤为重要，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是构成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

要素之一。可增加创新思维课程

的数量，如创新思维训练、循证

医学研究方法与临床试验等课程。

四是强化公共卫生知识学习。

医学生必须了解并掌握公共卫

生体系的相关内容，建立公共

卫生理念，做好防护。如开设 :

全球卫生、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理、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等

课程，增进对全球卫生的了解，

提升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

理能力，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自我保护和协助他人

应对事件的意识。

一座难求选修课是如何打造的？一座难求选修课是如何打造的？

延伸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  胡海燕  尹晗  见习记者  杨瑞静  通讯员  姜海婷）“抢课”是新学年开学以来的热门词汇，在医

学院校中也是如此。如生命智能、生命伦理学、人文与医学等选修课程成为学生们争抢的对象。

除热门课程一 座难求外，面对几十上百种选修课，“如何选”也成了学生们纠结的问题。9 月 5 日，《医师报》发起选修课相关调查，

结果显示，54% 的医学生更愿意选择非专业类选修课程，其中 50% 的学生选择目前的选修课程都是因为“自己想要学”。

虽然各个学院对于选修课的设置都有所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通过选修课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使学生能全面发展并适应

社会的进步。为进一步探讨选修课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医师报》邀请医学院校长、书记、老师，共同解读选修课那点事儿。

1、选修课你会选择专业类还是非专
      业类呢？（单选）

2、选修课你喜欢那类学科（多选）

4、你选择目前学习的选修课原因（单选）

5、你认为目前学校开设的选修课是

      否有用（单选）

6、你所在院校选修课是否每年都更     

      新？（单选）

3、你对目前学校开设的选修课程是
      否满意（单选）

7、学校开设选修课是否有调研过学

      生的兴趣（单选）

医学生学业繁重，他们是

否乐意接受这些看似“无关紧

要”的课程？

其实学生是否喜欢上课，

大多与老师的教学方式、风格

有关。让医学生们围坐在一起

看电影，用电影赏析的方式为

医学生上课，这是北 京 大 学 医

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所做出

的新尝试。

自 2017 年以来，王岳开设

《医学人文、法律与电影赏析》

课程，通过“情景教育”来拓

展医学人文教学方式，“这门

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王岳

提到，“我选择电影赏析的方

式教学，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在

工作之余，可以通过看电影、

互动讨论，反思医疗的现存问

题，不断提升对患者的理解力，

真正了解患者的需求。”

课上所播放的电影主人公

通常是患有不同类型疾病的人，

如精神障碍患者、儿童患者、

老年患者等。王岳说，他选取

的电影要讲“患病的人”，而

不是“讲病”，“这不是单纯

地看电影，更重要的是让医学

生能走进影片中的情景，感受

角色，对患者的需求和疾苦产

生更多理解。”

王岳坦言，就目前的医学

人文教育效果来看，与安宁疗

护、患者安全和医患沟通相关

的课程，国内开展情况并不乐

观。“传统医学教育中应该增

加这些课程。”王岳进而解释道，

这三门课程应该以传统医学人

文学科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

结合安宁疗护、患者安全和医

患沟通内容，从而提升医学生

的人文素养。

专业         46%

非专业     54%

安宁疗护类       20%

教育管理类       8%

人文素养类       42%

心理辅导类       22%

其他                  8%

满意         80%

不满意     20%

自己想要学习     50%

获得学分            47%

未选到心仪的      3%

有             92%

没有          8%

是                     32%

否                     12%

不了解              56%

是                     36%

否                     12%

不了解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