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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医学生审美教育的实施路径及实践

张秋生　戈文鲁
（济宁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加强医学审美教育是医学生自由全面发展和沟通科学与人文的客观需要，也是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的迫切要求。医学审美教育应突出强调生命意识、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原则，应当从建立统筹整合协同

机制、构建科学课程体系及医院文化和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三种路径去推动医学审美教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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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就德、智、体、美各种素养和谐统一、全面发
展的新型人才，既是２１世纪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
的根本要求，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教育领域提

出的一种崭新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

改进美育教学作出重要部署：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对加强学校美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新形势

下，加强学生美育、提高审美素质已刻不容缓。

医学生的审美教育既是我国医学高等教育的

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审美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深入研究医学生审美教育的特殊性、异质性

和偶然性，探讨提升医学生审美素养的基本原则和

实施路径，不仅有助于缓解医学人文精神凋零、医

学人文教育参差不齐、医患关系紧张的尴尬现状，

而且对于有效提升医学生的审美力、鉴赏力和判断

力，进而促进医学生自由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深远

的意义。

１　新时期加强医学生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

１．１　医学生审美教育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迫切
要求

对健康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因而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现实生活中，部分医生职业操守的匮乏、

医德医风的败坏导致医患关系高度紧张，医患之间

的不信任、不理解、不配合日渐增加，仇医、杀医现

象时有出现。医患紧张关系的缓解、和谐医患关系

的构建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认真应对的事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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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美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积极的功效。首先，医

学美育具有协调功能，使人们能够不断协调自我与

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善于化解压抑、痛苦、衰弱

等，引导良性情绪的形成，发掘发挥人体的潜能，感

受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使医生在更完美的审美文

化实践中展示美的风采。其次，引导医生养成良好

的医学审美习惯，培养高尚的医学审美情趣，形成

健康的医学审美心理，创造优良的医学审美状态，

真正把医学作为一种充满追求美、发现美的事业。

１．２　是实现医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个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个人的自由

全面的发展在思维领域应该体现为个人把握世界

的具体方式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明确指出，真、善、

美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方式。“审美关系是对

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的超越，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

充分确证的最具本真性的存在方式。在审美活动

中人能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把理想与现实、存在与本

质、自由与必然完全统一起来，从而充分感悟一个

人应该具有的尊严和价值。”［１］如果没有医学美

育，对医学生仅仅进行人文知识的灌输和医学伦理

的教导，那么对现实生活也就缺乏敏锐的审美力、

鉴赏力和判断力，也就无法实现医学生的自由全面

发展。

１．３　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内在要求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已经成为当今世

界一个重要的命题，在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特别是

在医学领域中二者的背离尤为严重，没有了人文精

神和人文关怀，医生就蜕变为仅仅是利用技术和机

器为病人祛除疾病的能工巧匠，医学也就沦落为医

术。对医学生进行审美教育能有效搭建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沟通的桥梁。首先，科学审美是科学发

明的突破口，是推动科学进展的巨大力量。正如法

国科学家彭加勒所言：“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

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

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２］其次，科学审美赋予

科学技术以某种价值属性和人性因素。科学在价

值上是中立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和伦理因素，

但是科学审美能够把作为科学的客观的属性与作

为人性的主观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彻底消弭

两种文化的分裂。

２　新时期加强医学生审美教育的基本原则

审美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教育一样，必须遵

循教育的一般原则和规律，同时由于医学职业的特

殊性，也要研究和贯彻适应医学审美教育的特有原

则。医学院校审美教育应突出强调三个基本原则：

生命意识原则、主体意识原则、自由意识原则。

２．１　生命意识原则
生命意识从哲学角度上讲就是指个体对生命

存在的一种自觉的意识，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一种

深刻感觉，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终极价值的审视。生

命意识原则就是要在一定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引

导医学生把每一个患者都看作是有意识的鲜活的

生命体，以审美的姿态审视生命机体，感悟生命活

力之美，珍视生命价值，培养生命情怀，加深对生命

本质的理解。医学审美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

就是要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生命意识，尊重生

命，敬畏生命，感悟生命的自由、和谐与美妙；引导

医学生确立生命美、健康美是医学审美基本原则的

理念，懂得掌握和运用医学美的规律来创造医学

美。

２．２　主体意识原则
主体意识是指作为活动（学习活动、认识活

动、实践活动等）主体的医者对自身、对在所从事

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以及自我发展的一种

自觉的、能动的意识。美学意义上的主体意识强调

人的内在的自我反省意识和开拓实践的历史首创

意识。通过医学审美教育就是要引导医学生树立

反省意识，有效提升其人文素养和道德涵养，使其

深刻领悟医学所创造的是健康之美，生命之美，至

善之美，仁爱之美，从而切实践行“医者，仁心”的

道德理想；引导医学生积极探索生命美的原因和规

律，培养他们理解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唤起医者极

大的同情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们尽心尽力帮助

患者解除病痛，并在医疗实践中掌握医学美，完善

自己的职业品格。

２．３　自由意识原则
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作为人的精神向度，就

是超越必然性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对具有必然性

的现实世界持有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自由是

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价值，审美活动是对这种最高

价值的追求。医学审美教育就是要引导医学生树

立这种自由的意识，既要激发医学生研究生命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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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医学规律，把握生命机体运行的必然性法则，

在医学知识的海洋中自由自在地漫游，进而不断地

拓展自由的空间，达到游戏般自由的境界；更是要

引导医学生客观科学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

充分意识到医学科学技术与人的尊严和责任的切

己性，避免陷入机械唯物论和科学主义的泥沼，赋

予疾病、健康价值判断的属性以及文化负荷。

３　新时期加强医学生审美教育的实施路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审美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事业

中的薄弱环节。面对当前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医学生审美教育刻不容缓。医

学审美教育重在实施，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切实可

行、操作性强的实施路径支持。

３．１　建立统筹整合审美教育的协同机制
医学审美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与德

育、智育、体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贯穿于医学教

育的全过程，有机地融合于学校的整体工作之中。

医学审美教育不应成为封闭的、独立的工作，而是

涉及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各门课程、各位教师，都

应有一份责任和使命。必须强化学校推进审美教

育的管理责任，建立教学管理部门牵头、有关部门

分工负责、学校广泛参与的审美教育工作机制。加

大统筹整合力度，统筹好审美教育与医学专业教

育，使其相互配合；统筹好审美教育中课堂理论教

学与课外实践活动，使其相互渗透；统筹好医学院

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医院（指附属医院和临床实践

教学医院，下同）文化建设，使其有机融合。整合

校内外各类美育资源，充分利用宣传、文化、文艺团

体的教育价值，形成教育合力，推进协同创新，建立

健全医学审美教育多主体多元协同推进机制。

３．２　构建科学的审美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建设是医学审美教育的关键，美育

课程建设要重视审美基础知识学习，增强课程的综

合性，加强实践活动环节。

首先，进一步优化美育课程结构，把审美教育

课程列入医学生教学计划，要以艺术鉴赏类课程为

主体，各学科相互渗透融合。既开设普及类审美课

程，诸如美学原理、艺术原理、音乐欣赏等，帮助医

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优良的审美趣味，提

高艺术鉴赏力，为审美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又要加强美育的渗透与融合，与德育、智育、体育相

融合，特别将医学专业课程与美学结合起来，开设

交叉课程，增加医学生的医学审美感受，培养医学

审美观念，提升医学审美能力，塑造医学审美理想。

其次，建立完善审美教育实践课程。美育实践

活动是学校美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纳入教学

计划。一方面，开展文化节、艺术节等丰富多彩的

课外审美教育活动，培养医学生的审美境界和审美

理想，“组织学术讲座、学术报告、学术讨论等科学

美的教育活动，引导医学生在严谨、宏伟的医学知

识体系中漫游，领悟医学科学理论美与实践美，提

升伦理素养和审美境界。”［３］另一方面，组织学生

参与医学审美创造实践活动。开展医疗环境审美

实践美育，丰富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激发医学生

的无限创造激情；开展医疗技术审美实践美育，让

医学生“体会医学审美创造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启

动医学生审美创造的惊奇感与创作欲，增加医学生

的想象力”［４］；在医患沟通中运用形象思维，充分

发挥医患沟通技巧，激发医学生对风度美、语言美、

心灵美的追求，建立和谐的医患审美关系。

３．３　重视医院文化和校园文化中美育文化的有机
融合

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医院在医学生的教

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担负着医疗、教学和科研三

项任务，更承担着重要的育人功能。医院作为高等

医学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无论是培养目

标，还是培养模式、培养过程等方面都有着高度的

相关性。审美教育贯穿在医学院校教育的全过程

全方面。医学审美教育是以提高医学生审美与人

文素养为宗旨，相对于艺术专业教育而言，医学院

校的审美教育属于普及教育的范畴，即医学审美教

育是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医学生的情感、趣味、气

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提升医学

生的审美素养，使其形成正确积极的审美观，同时

开发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需要一个长期

的、连续的教育过程。因此，医学人才培养要高度

重视学校和医院两个阶段教育的有效衔接，尤其在

文化建设上，要理顺医院和高校文化传承和共生关

系，保持相对较好的文化关联性，推进医院文化和

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保证医学审美教育连续性、

全程性的实现，充分发挥美育育人功能，使见习、实

习期间的医学生审美素养进一步提升，培育出更多

高素质医学人才。

（下转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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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方差分析表

方差

来源

偏差平

方和
自由度 Ｆ

Ｆ检验临界

α＝０．１０
Ｐ

Ａ ０．０１１ ２ ３．１１２ ０．３１１０ ＜０．０５

Ｂ ０．００１ ２ ０．４４４ ０．３１１０ ＞０．０５

Ｃ ０．００３ ２ ０．４４６ ０．３１１０ ＞０．０５

Ｄ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１０ ＞０．０５

误差 ０．０３０ ８

２．６　验证试验
为进一步验证优选方法的可靠性，按优选得到

的工艺条件进行验证试验，结果３份样品迷迭香酸
的平均提取率为０．４１％，ＲＳＤ为０．１１％。由此可
知，在最优试验工艺条件下，迷迭香酸含量相近，表

明该工艺稳定。

３　讨论

迷迭香酸的极性相对较大，在５０％乙醇溶液
提取条件下，可保证提取效率较高，稳定性更好。

而提取方法方面，超声提取法比加热回流提取方法

更为便捷，且提取效果良好，所以采用超声波提取

法。通过对供试品溶液进行 ＨＰＬＣＤＡＤ分析 ，而
后以迷迭香酸标准品为对照品，对其中的迷迭香酸

进行定量分析，使得分析结果较为准确，能够较好

的确定泽兰中迷迭香酸含量。确定好分析条件后，

首先进行单因素实验，确定温度、时间、功率、料液

比对提取效率的影响，粗略优选出一系列条件。进

而，根据正交试验进一步以浓度、时间、功率、料液

比四种因素水平设计 Ｌ９（３４）的正交试验。最终确
定出超声提取泽兰中迷迭香酸含量的最优条件为：

料液比为１∶１５以５０％浓度乙醇在１９８Ｗ功率下超
声提取３０ｍｉｎ。本实验建立的方法操作简便，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精确度和重现性。能够较好地对泽

兰中的迷迭香酸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对今后泽兰

中主要有效成份的鉴定以及迷迭香酸的提取生产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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