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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遗传学是广泛涉及基础与临床学科的综合性课程，对于医学生是至关重要的必修课程。现代医学已由传统的生物 -医
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转化，医学诊疗模式从最初的以 "疾病为中心 "到 "以病人为中心 "的方式转变，医生不仅
精通医术，更要理解患者的心理，与其进行良好的沟通,因此现代医学成为了一门具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综合性
科学体系。长期以来，我国医学院校的教学仍然是生物医学知识和技能占据主导地位，人文课程不受重视。因此，必须加强医学人

文知识的学习和技能培训，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掌握良好的医患沟通技巧，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对处理好日渐增

多的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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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eaching Mode of Medical Genetics Fusion
with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Medical genetics is a comprehensive course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basic and clinical subject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ompulsory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Modern medicine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biological medical model to
biological - psychological - social medical model. The medical diagnosis mode has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disease as the center"
mode to the "patient-centered" mode. Proficient skill is necessary for an eligible doctor, in addition, the understanding the patient's
psychology is also important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so the doctors are requir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atients more frequently. So
the modern medicine has become an comprehensive subject which synthesize the character of natural scienc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a long time, teaching is still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medical college in our country, the humanities curriculum is
neglected. Therefore, medical humanistic knowledge and skill training must be strengthened in our daily teaching proces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grasp the goo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stablish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medical work
in the future, and it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deal with the growing of medical dispute and to maintai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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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遗传学是一门新兴的、前沿的生命科学，是在遗传学

基本理论指导下，借助现代生物学技术，研究人类疾病与遗传

因素的关系,它是广泛涉及基础与临床学科的综合性课程,对

于医学生是至关重要的必修课程[1]。21世纪是生命科学时代，

现代医学已由传统的生物 -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

模式转化，医学诊疗模式从最初的以 "疾病为中心 "到 "以病

人为中心 "的方式转变，医生不仅精通医术，更要理解患者的

心理，与其进行良好的沟通[2]，因此现代医学逐渐演变成具有人

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的综合性科学。人文素质指一个

人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表现为一个人的道德精神、

价值曲向、人生态度、思想意识、情感观念等所表现出的品格、

修养和气质[3，4]。医学人文教育是对医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

格进行培养和教育，使其在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实践活动中具

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一定的职业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

义感，进而为维护人类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1 医学遗传学教学中融合医学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

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也随之增强，因此

医患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近年来，医患关系处于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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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医患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医患之间不能进行良好而

有效的沟通，医患矛盾的迅速凸现[5]。近年来，恶性医患冲突事

件时有发生，2011年 1月 31日，上海新华医院心胸外科，有 20

名患者家属刺伤 10名医护人员，其中 6名医生伤情严重住院，
2012年 3 月 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名患者
砍伤 ３ 名风湿免疫科医护人员，砍死一名实习医生，2013年
10月 25日，浙江省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男子捅死一
名主任医生，砍伤两名医生。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疗惨案，说明医

患之间丧失了诚信，对医生的素质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和严

格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医学院校体现的是以传授医学专业知识和

医疗技能为主体的教学环境，忽视了医学生的价值观、职业观

和道德观等人文素质方面的培养[6]。其原因有医学生只对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感兴趣，对于提高自身修养、培养良好的医德

医风漠不关心，尤其明显的是各院校不重视医学生的人文教

育，教师只传授知识，不能作到教书育人。以上种种原因使医学

生缺乏对医学人文精神、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认识和理解，

学习医学人文知识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不能与患者进行良好的

沟通，缺少对患者的理解与同情，无法体谅患者的心理状态[7]。

最终培养的未来的医生仅仅拥有医疗操作技能，缺乏高尚的道

德情操，缺乏职业责任感，缺乏人文素养。因此，作为未来的医

生必须重视医学人文知识的学习和技能培训，有助于培养职业

能力和掌握医患沟通技巧，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构建和谐的医

患关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彰显出医学的为人服务性，

维护医患双方的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8]。医学遗传学作为专

业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在介绍遗传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对临

床医学的学生更侧重讲授遗传病的致病机制、临床表现及相应

的诊断及防治知识。在传授医学遗传学知识和医疗技能的同

时，更要加强医学人文知识的学习和技能培训。

2 融合医学人文教育的新型教学模式在医学遗传学
教学中的构建过程
2.1 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修养

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其道德品格、人生追求、气质

修养也会对学生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教师必须提高教自身

的综合素养[9]。医学遗传学教师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外界

因素影响，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培养高尚

的道德情操，心中要充满着对教育事业、对学生的热爱之情，如

同未来的医生要珍惜他人生命、热爱患者，能够给与患者关心

与同情，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10]。在传授医学知识和医学技能

的同时，注重人文教育，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2.2 医学遗传学理论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和融合
更新教学理念，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型课

堂教学模式，采用 PBL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启发式教学等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从被动学习

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学习的探究者[11]。如在 "单基因遗传病 "

这一章可运用 PBL教学模式设计问题：一个女性的弟弟和舅

舅都患有甲型血友病，此女、其父母表型正常。这位女性担心婚

后也生育甲型血友病患儿，来到遗传咨询门诊,请同学们思考

以下问题：①作为未来的医生，如何与患者沟通构建和谐的医

患关系？②甲型血友病是属于单基因病的哪种类型?有何系谱

特点? ③本病中谁是肯定携带者？谁是可能携带者？她本人是

否带有致病基因?有多大可能性? ④她的孩子是否会患此病?
有多大能性?引导学生围绕上以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从其家
系特点、子女再发风险的估计、如何预防等几方面寻找答案,使
每名学生能够总结、掌握 Ｘ 连锁隐性遗传病的遗传学特点及

掌握遗传咨询程序[12]。同时可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思

考如何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突出关心患者、理解患者的心

理需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自主学习能力、交流沟通

技能、团队合作精神等职业能力。最后，教师在课堂上要以身作

则，注重人文精神的体现，理解和尊重学生，增强课堂的互动

性，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践行医学人文精神，不仅要传授给学生

专业诊疗技能，更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责任感
[13]。

2.3 医学遗传学实验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提倡和践行
在实验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由于实验课是

小班授课，便于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是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医学

遗传学课程的良好的舞台[14]。紧密结合理论课内容，选择恰当

的实验内容，实验教学不仅要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又

有利于培养学生科研思维[15]，实验教学中倡导人文精神。如在

外周血人类基因组 DNA提取这节实验课时，每组需要两名同
学献血，让其它同学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时教导学生，在医

学研究过程中，有无数的动物和人为医学事业献身，使学生对

其充满着尊重和感恩。同时，实验课是以小组形式的进行，通过

实验操作的磨练，学生能逐渐认识合作学习、团队精神是事业

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6]。通过点点滴滴的人文教育,使学生以
严肃、认真的态度上好每节实验课，珍惜和爱护实验标本，唤起

学生心灵世界美好的良知和人性,使学生逐渐形成高尚的人格

品位。

2.4 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课堂融入医学人文教育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其

中[17]。把本门课程与医学人文精神紧密结合举行讨论会、开展

相关专题讲座和关于本门课程科研故事的演讲比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深化课程的主题、拓宽新的知识点，使学生在传递

信息、交流思想时，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采取不

同表达方式，条理清晰地倾诉自己的想法，做到言之有物、言之

有序和言而得体[18]。从社会实践获得的人文素质教育与从课堂

上单向的传授相比，更加的深刻、持久和丰富，通过参加社会实

践使学生不仅提高了医学知识与技术，而且提升了医学人文素

养[19]。可以带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深入社区调查了解遗传病

的发生情况，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此外布置学生寒

暑假期间在家乡开展遗传病与环境状况普查，普及遗传学科普

知识和环保知识，写出调查报告并汇编成论文集。让学生能够

在亲身感受人文精神, 深刻领会人文精神的内涵,成为具有强

烈的责任感、富于创造力和品格高尚的医疗工作者。

3 在医学遗传学教学中融合医学人文教育的新型教
学模式的意义

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生不仅给予病人疾病的诊治，还要

能够想病人之所想，对病人进行心灵上的抚慰，医学人文精神

的实施对患者的实施对患者疾病的治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医学遗传学教学中融合、渗透医学人文精神，明确医学人文

教育目标在医学教育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现代医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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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方向，更能促进医学人才全面发展。医学人文精神与医

学专业技能是医学生必备的素质，优秀的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

医生时刻以患者的利益为重，用一颗仁人之心和精湛的医疗技

术撑起患者的希望。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积极践行医学人文教

育，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教师的言传身教，多元化的教学模

式，丰富的校园文化，构建融合医学人文教育的教学环境，使医

学生成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优秀医学人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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