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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医疗行业对医务工作者综合素质要求的提升,医学人文素养在医用化学教学中的培养显

得尤为重要。传统医学教育侧重专业知识,但忽视了人文关怀与伦理观念,导致医务人员难以应对复杂的

人际关系。本文探讨医学人文素养的定义与重要性,分析当前医用化学教学的不足,并提出案例教学、讨

论学习和跨学科融合等有效教学策略。通过实际案例的深入探讨,旨在为医用化学教育提供新思路,培养

全面的医学人才,满足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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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s for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literacy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chemistry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radi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emphasizes specialized knowledge but often neglects humanistic 

care and ethical concepts,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for healthcare workers in dealing with complex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fin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edical humanities 

literacy,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medical chemistry teaching, and proposes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case-based teaching, discussion - based lear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rough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practical cas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medical chemistry 

education and to cultivate well-rounded medical talent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 

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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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医学界逐渐认识到知识与人文结合的重要性。在医

学生的教育中,尤其是通识基础课程中,尽早融入医学人文意识

显得尤为重要。医学人文素养不仅包括对患者的关怀与理解,

还涉及医学伦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 

医用化学课程为学生理解化学物质和临床应用打下基础,

扎实的有机化学知识对团队医疗和患者互动至关重要[1]。通过

学习,学生掌握药物化学性质及其社会应用,为人文素质培养奠

定基础。此外,课程可融入医学伦理和社会责任,通过讨论药物

安全性和有效性,帮助学生理解药物的治疗作用及其社会影响。

医学教育中融入人文知识的课程能提高学生同理心和伦理决策

能力,对未来医疗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 

1 医学人文素养的内涵与重要性 

1.1医学人文素养的定义 

医学人文素养是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所需的跨学科知

识、技能和态度,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伦理学等内容。它

不仅包括医学知识的掌握,还强调对患者的关怀、同情心和对社

会文化背景的理解。其核心在于培养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使其

在复杂医疗环境中既能科学诊疗,又能理解患者的情感和社会

背景,从而提供人性化服务。 

1.2医学人文素养在医疗实践中的作用 

医学人文素养在医疗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它有助

于医务人员理解患者需求和情感,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具备良

好人文素质的医护人员能有效缓解患者焦虑,增强其对治疗

的信心[3]。其次,在多学科合作的医疗环境中,医学人文素养促

进团队合作,帮助医务人员理解各自角色和责任。此外,它还能

帮助医务人员在伦理困境中做出明智决策,确保医疗实践的伦

理性和人性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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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培养医学人文素养的必要性 

培养医学人文素养的必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随着医疗技

术的发展,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提高,希望在医疗过程中获得

尊重和关怀。人文素养的培养满足患者这一需求,提高患者满意

度和忠诚度。其次,它有助于减少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和心理压

力,提升情感处理能力,保持良好心理状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人文素养的培养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疗服务公平

性和可及性也具有重要意义[5]。 

2 医用化学课程特点与人文知识的结合 

2.1医用化学的学科特点 

医用化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基础化学和有机化学的原

理、化合物和大分子性质、合成方法以及医学应用。它涵盖有

机、无机、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知识,强调生物活性物质及其

临床应用,因而在医学教育中至关重要。医用化学还强调实验技

能与理论知识的结合,学生需掌握基本化学原理并具备实验操

作能力,以便在药物使用中应用这些知识。 

2.2人文知识与医学科学知识的交融 

在医用化学课程中,培养人文素养有助于学生理解医学

中的伦理问题、患者需求及社会责任。这包括了解医学历史

和文化差异,以及培养同情心和交流能力。通过引入人文知识,

学生能认识科学与人文关怀的联系,从而提升未来服务患者

的能力。 

3 教学策略与方法 

3.1跨学科教学的实施 

跨学科教学在医用化学中扮演重要角色。课程鼓励学生跨

学科学习,通过结合生物学、医学、药学、化学和社会科学,学

生能全面理解化学物质的性质及其与人体的关系,培养综合分

析与创新思维能力[1]。这种策略不仅增强了学科知识,还促进批

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跨学科教学还促进学生的合作

与交流,培养协作精神,这对未来医疗工作至关重要。 

3.2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有效的策略,通过真实病例让学生参与

实际问题解决。这种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和医学知识应用

能力。在医用化学课程中,教师通过分析药物的临床应用举例,

引导学生讨论药物化学性质、潜在应用和社会问题。例如,在探

讨溶液渗透压、pH值对人体的影响时,引导学生考虑化学因素与

患者健康的关系,并探讨药物副作用、隐私保护等伦理问题。学

生参与药物案例讨论,有助于更好理解药物临床应用及其对患

者的影响[2]。案例教学法还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考,

使学生在实际问题解决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3.3情境模拟与角色扮演 

情境模拟与角色扮演是一种创新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真实

临床场景,让学生在安全环境中练习沟通能力和临床技能。这种

方法特别适用于医用化学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化学在临床中

的应用。研究显示,角色扮演帮助学生在模拟患者情况下练习表

述,提高学生倾听需求与理解情感的能力,使其在未来职业生涯

中,更好地平衡科学知识与人文关怀[3]。此外,情境模拟还培养

学生在复杂临床决策中的推理和应变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学生

不仅掌握药物的科学知识,还能理解患者需求和情感,从而更好

地为患者提供人性化医疗服务。研究表明,结合人文教育的医学

课程能有效提高学生沟通能力和同理心,从而提升患者满意度

和医疗质量[3]。 

4 课程设计中的人文素养培养措施 

4.1课程目标与内容 

医用化学课程应明确人文素养的培养目标,包括医学知

识理解,患者关怀、伦理道德及团队合作。课程内容可整合人

文医学主题,如医学伦理和医患关系、强化学生的综合素质。通

过案例导入,探讨药物研发与临床应用中的科学与人文关系,

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敏感性和责任感[1]。同时,通过小组讨论

和角色扮演等互动方式培养学生的主动协作能力和人文关怀

意识。 

4.2教材与教学资源选择 

教材选择对人文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在医用化学课程中,

教师应引入多样化资源,如医学人文书籍、影视作品、患者故事

等,以帮助学生理解医学知识与人文关怀的联系。选用经典文献

讨论医学伦理和患者权利,促使学生思考医学决策的社会与伦

理影响。同时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和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丰富学习

体验,提升学习兴趣并理解患者需求和感受[6]。 

4.3实践活动设计 

实践机会是医用化学课程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环节。通过

设计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如组织社区健康公益活动,提高学生参

与感与体验感,加强公共卫生责任感。此外,鼓励学生参与跨学

科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与不同专业同学合作开展以患者为中心

的研究,提升团体意识和多维视角理解医学问题,还可培养学生

自觉和坚韧的意志品质。定期组织反思讨论,分享实践体会,深

化人文素养的理解和认同。 

5 实际案例分析 

5.1成功案例分享 

在医用化学教学中,成功案例的分享是培养人文素养的重

要环节。例如,某医学院通过引入真实药物研发过程,展示化学

知识在医疗中的应用,涵盖药物合成及伦理考量。通过这种方式,

学生能理解医用化学的实际意义,增强人文关怀。在一项研究中,

学生讨论抗生素抗药性,通过实例分析探讨使用与滥用的公共

健康影响。成功案例的分享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对医用化

学的热情。 

5.2失败案例反思 

虽然成功案例促进学习,但教学中也存在一些失败案例。例

如,教师未能将理论与实际应用有效结合,导致学生困惑。在水

的硬度测定实验中,学生因缺乏背景知识未理解实验目的,影响

了学习效果并可能削弱学习兴趣。反思中,教师意识到需加强课

程设计,确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引入更多实际案例和互动环

节,帮助学生理解复杂反应。同时,教师应加强指导,提供必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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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知识,确保学生参与实验和讨论。这些反思强调了人文素养培

养的重要性。 

5.3提炼的教学经验 

通过对成功与失败案例的分析,可以提炼出重要教学经验,

促进人文素养培养。首先,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将理论知识与实际

应用结合,教师应选择与学生未来职业相关的实例,培养批判性

思维和道德判断[2]。其次,鼓励小组讨论和合作学习,通过集体

智慧解决复杂问题,增强团队合作和凝聚力。此外,教师应定期

收集反馈,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和需求,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每

位学生的积极学习体验。最后,重视人文素养的渗透,引导学生

思考医用化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培养具备专业知识与责任感的

医疗工作者。 

6 结论 

近年来,在医学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逐渐受到关注。医用化

学教育可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结合,开展跨学科项目,拓宽学

生视野,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课程结合医学心理学、伦理学,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社会责任感。然而,在人文素养融入医用

化学教育中面临挑战,不同研究观点仍需协调。部分研究强调专

业知识,而忽略人文素养。我们需认识到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全面

发展,平衡专业知识与人文素养有利于学生成长,也为医疗事业

注入活力。这不仅符合现代医学模式要求,也为未来医疗事业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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