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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生实践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效果评价①

蒋世宇②，李俊君②，练计明，蒙建英，伍星蓉，王海鹏③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目的：探究全科医学生实践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效果。 方法：选取桂林医学院

２０１７ 级全科医学专业实习生 １００ 人作为对照组，２０１８ 级全科医学专业实习生 １００ 人作为实验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课堂人文医学教学及临床实践教学方式，实验组采用临床实践教学中融入医学人

文素养培育的教学方式。 通过医学人文素养评分、满意度评分、专业考试成绩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

实验组的医学人文素养评分、临床带教教师对实习生的满意度评分、患者对实习生的满意度评分均

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的专业理论成绩与专业技能成绩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临床实践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高全科

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为全科医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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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对中国现代医疗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１］。 现代医学模式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

转换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２］，这对医学生

的医学人文素养有更高要求。 医学人文素养的培育

旨在培养富有同情心，敬业，尊重、关爱患者的人文

主义医生［３］。 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纳入医学教育课程

能够促进医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医学人文素养培育

相关研究已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４－５］。

传统的医学人文素养培育，大部分局限于在校

期间的理论知识授课，这种以单一的理论知识输出

为主的课堂授课形式无法让学生将人文精神真正融

入到临床工作中，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６］。 不仅如

此，大部分临床带教教师往往只重视培养医学生临

床实践能力，对医学人文素养培育不够重视，使得医

学人文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被形式化。 教育部

联合中央政府 ６ 个部门颁发的《关于医教协同深化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在全科领域

大量培养符合患者与社会健康需求的医学人才，满

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全科医学

作为面向家庭、社区提供医学服务的学科，应更加注

重沟通能力和医学人文素养的培育［７］。 临床实践阶

段是塑成医学生医学人文素养的主要阶段，也是人

文精神的最终落脚点。 人文精神贯穿医学生的整个

职业生涯，决定全科医生的整体素质与水平［８］。 桂

林医学院重视医学人文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临

床实践教学方式，全科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也融

入医学人文素养的培育，本研究就其教学效果进行

评价。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桂林医学院 ２０１７ 级全科医学专业实习生

和 ２０１８ 级全科医学专业实习生作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每组 １００ 名。 对照组男 ４１ 名，女 ５９ 名；平均年

龄（２４．４±３．１）岁。 实验组男 ４３ 名，女 ５７ 名；平均年

龄（２３．５±２．１）岁。 两组性别、年龄构成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课堂内人文医学教育及传统临床带

教模式。 实验组采用临床实践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

素养培育模式：①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临床教师

的医学人文素养培育水平，在临床教学中结合人文

教育理念，加强对实习生医学人文素养的培育。

②临床带教前，临床教师接受医学人文素养培育方

面的教育。 实习生临床实习前两周，安排临床教师

参加医学人文、职业道德、服务技巧、敬业精神、临终

关怀等方面的讲座。 ③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临

床教学方式。 如，在日常查房床旁教学、教学查房、

病例讨论、案例教学、标准化患者（ＳＰ）教学、基于问

题的（ＰＢＬ）教学、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ＣＢＬ）、讲座

等多种教学模式中有机融入医学人文理论知识，在

实际临床医疗中对病人予以人文关怀，以身示教培

育实习生的医学人文素养。 ④对临床投诉纠纷案例

进行分析、讨论，引导学生转变以往的观念，让学生

加深理解医学人文素养对缓解当前医患紧张关系方

面的作用。

１．３　 评价指标

①医学人文素养评分：教师利用教学医院资源，

选取典型病例，选取特定场景，对学生进行医学人文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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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评估。 采用同一套评分标准，两组统一进行阅

卷，以分数为依据评估医学人文素养水准。 评估项

目包括接诊准备、信息给予、理解患者、结束问诊等 ４

项，２０ 个条目。 根据考核现场实际情况，在每条评分

条目中选择“是”或“否”，然后赋予分值，每条评分

条目满分 ５ 分，总分 １００ 分。 ②临床带教教师对实

习生的满意度评分：采用自制评分表，评估项目包括

医德医风、关爱患者、患者信任等 １０ 个项目，每个项

目选项分为很不满意（０ 分）、有点满意（４ 分）、比较

满意（６ 分）、满意（８ 分）、很满意（１０ 分），满分 １５０

分。 ③患者对实习生的满意度评分：采用自制评分

表，评估项目包括对患者的态度、礼貌、耐心等 １０

项，每项分为很不满意（０ 分）、有点满意（４ 分）、比

较满意（６ 分）、满意（８ 分）、很满意（１０ 分），满分

１００ 分。 ④专业考试成绩：分为专业理论考试和专业

技能考试。 专业理论考试采用笔试，需使用同一套

试卷，满分 １００ 分，两组统一进行阅卷。 专业技能考

试包括问诊技巧（２０ 分）、病史采集（２０ 分）、实践操

作（３０ 分）、病史填写（２０ 分）、人文关怀（１０ 分）等 ５ 项，

满分 １００ 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医学人文素养评价

医学人文素养成绩，实验组（９３．０２±６．９１）分优

于对照组（７７．７７±５．７４）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６．９７８，Ｐ＜０．０５）。

２．２　 带教教师对实习生的满意度

临床带教教师对实习生的满意度评分，实验组

（９１．６６±３．４９）分优于对照组（７０．２２±６．１８）分，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９．５５１，Ｐ＜０．０５）。

２．３　 患者对实习生的满意度

患者对实习生满意度评分，实验组 （ ８９． ８８ ±

２．０７）分优于对照组（７０．９８±２．７５）分，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ｔ＝ １７．３７８，Ｐ＜０．０５）。

２．４　 专业考试成绩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专业理论成绩、专业技能成

绩基本持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 见

表 １。

表 １　 两组医学专业考试成绩比较（分）

组别 专业理论成绩 专业技能成绩

对照组 １１４．０７±８．６１ ７３．２８±８．４２

实验组 １１４．２１±１０．１ ７２．６８±８．２９

ｔ －１．３０６ ０．５０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传统观念上医学教育最为重要的是医学知识的

传授，而人文素养的培育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医务

人员的医疗水平与人文关怀不匹配，因此常常引发

患者对医疗行为的不理解，甚至严重误解。 适当的

人文关怀能拉近医患关系，能增强患者对医务人员

的信任感。 著名的生物伦理学家埃德蒙·Ｄ·佩莱格

里诺提出人文学科应该在医学中发挥合理作用，医

学人文应该是医生诊疗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医
学人文学科与医学专业理论和技能同等重要［９］。 可

是医学人文素养培育没有真正应用到医疗实践中，
造成学无所用的结果［１０］。 有研究［１１］结果表明，具有

人文教育背景的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要比单纯具有

医学背景的医学生表现更好。 全科医生是基层医疗

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与基石，在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和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均衡布局优化医疗资源、为人

民健康保驾护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全科医生面对

的人群不同，医疗定位不同，培养方式不同。 但是，
我国仍没有健全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探讨如

何将人文知识合理地纳入临床实践教学，如何将人

文与医学紧密结合起来，如何优化课程设置，如何合

理分配教学资源等问题是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１２］。
本研究对对照组和实验组采用不同方式的医学

人文素质培育模式，发现在临床实践活动中融入医

学人文素养培育的教学模式能让学生从医疗活动当

中意识到医学人文的重要性，从生硬地灌输理念到

主动养成人文理念的态度转变，能够更好地培养全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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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 实验组在医学人文素养

评价、临床带教教师对实习生的满意度评价、患者对

实习生的满意度评价等方面优于对照组。 而对全科

医学生进行医学人文素养培育对医学专业理论、专

业技能成绩并没有直接产生影响。

全科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培育，需要学生、教

师、医院、学校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有研究［１３］ 结果

显示，大多数全科医学实习生虽然经常关注医学人

文知识，但很多学生认为医学人文素养培育的重点

在学校学习阶段。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在学

校闭门造车是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教学成果，大多数

学生认为通过各种类型的实习带教活动能有效提升

医学人文素养。 另一项关于医学生对人文课程认知

的调查［１４］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人文学科对未

来的医疗活动有帮助，也有一部分部分学生认为人

文课程不是必须的，有少数学生甚至认为是在浪费

时间。 之所以有这种认知，可能与课堂教学单调、无

趣、脱离实践，以及专业课程教学占据时间过长等因

素相关 。 因此，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医学人文素养

培育的必要性。

融入医学人文素养的临床实践教学是人文知识

教育的最佳途径。 在全科医学生实习阶段加入系统

的医学人文小讲课，有计划地组织实例讲座、人文技

能培训，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言传身教，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给学生传授人文理念。 这种教学方

式与传统理论课程教学相比，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进而提升学生对医学人文素养的认知程度。

很多学生对带教教师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授医学人

文知识持肯定态度，教学查房是很好的示范人文教

育方式。 带教教师应结合具体病例，针对不同病人

做出不同的人文示范行为，展现人文关怀。 将人文

理念与临床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看得见，感受得到

医学人文素养的意义。 我国全科医学发展起步晚，

发育慢，缺少专门教学基地，缺乏专职带教教师。 现

阶段带教教师缺乏全科医学教学方面的系统性锻

炼，水平参差不齐，带教意识和带教理念淡漠。 加之

临床繁忙的诊疗工作，使得带教教师无暇专心顾及

实践教学，难以完成全科医学带教任务。 因此，需加

强对全科医学带教教师的培养，制定全科医学师资

标准，完善相应考核及评价机制，逐步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真正做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医学知识与人

文科学知识的相结合［１５］。

对全科医学生临床实践活动与人文素养培养结

合的教学模式进行评价，需要科学、系统、精准的评

价体系。 这样有利于引导学生的关注方向，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改变医学生不正确的价值观，真实评价

教学效果。 传统的评价方式多为总结性评价，考核

形式多以学生理论考试为主，相对比较粗糙。 采用

满意度调查结合理论、技能考核进行综合评估等开

放式评价方式更能客观体现教学效果，体现出临床

实践阶段真实的业务水平及人文理念。 还可以引入

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及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并加强与思政教育的联系进行更全面的评价，有

助于全科医学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临床实践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素养

培育模式对提高全科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具有显

著的教学效果，能够为全科医学生在医学道路上的

全面发展奠定医学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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