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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教学中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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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辩证唯物主义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及方法论，是指导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理论得
以形成、构建的概念框架和逻辑基础。《解剖学》是所有医学课的基础和奠基石，理应成为开启哲学与医学融合

教学改革的第一课堂。在授课过程中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将专业知识上升到哲学高度，可以使学生牢固树

立辩证唯物主义人体观，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理解运动这一根本物质属性；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理解

人体结构功能的对立统一；突出强调实践在学习中的价值。这有助于刚进校医学生理解、树立正确的人体观和

自然观，为今后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理解和掌握医学专业知识，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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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思维科学的基础上创立的系统的科学的逻辑理

论思维形式，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

括和总结，它实现了人们对世界本质、普遍特征和

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是指导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自

然科学理论得以形成、构建的概念框架和逻辑基

础［１］。新时代的医学成果，如分子生物学、医学控

制论、医学信息论、生态自然观等都是深刻领悟并

充分运用这一思维方式而取得的。医学生要想深

刻理解医学知识并有所创新有所贡献，就一刻也不

能离开辩证思维。

目前我国各医学院校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课程，就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指导学习和生活。然而实

际教学效果却不如人意，一方面，侧重课堂说教的

应试教育模式、苦燥抽象的理论概念无法引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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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用、已

经过时了的观念在学生中广泛存在，应付考试的想

法在学生中盛行，偏离了该课程的开设初衷［２３］。

为此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
科齐全的优势，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交叉融合的最终落脚点

是培养学生，就医学院校而言，这就要求我们专业

课教师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更需要教授学生

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指导医学研究和

实践。《解剖学》是所有医学课的基础和奠基石，

理应成为开启哲学与医学融合教学改革的第一课

堂。因此，在解剖课程授课过程中，应用辩证唯物

主义思维观点，将专业知识上升到哲学高度，这对

于医学生牢固树立唯物论，自觉运用辩证法理解和

掌握专业知识，构建知识体系逻辑框架，指导今后

知识和技能学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我校

解剖教学改革中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应用实践作一

阐述。

１　《解剖学》教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原理的
应用

１．１　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人体观
人体观，即认识人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

是医学生进校后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人们在特

定的历史时期，在相应的医学实践水平下形成了关

于人体生命现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即为人体观。唯

物主义人体观强调人的客观存在性，其认识过程大

致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人体观、机械唯物主义人体

观、辩证唯物主义人体观三个阶段，它们是一定时

期医学实践与认识的反映。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强调人的整体性、人体与环

境的联系性，形成了“小宇宙”人体观。近代在形

而上学自然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机械人体观，注重

人体的形态结构，以近代力学所描述的机械运动来

机械复制理解人的生命活动。现代科学，特别是核

酸、基因的发现，大大深化了对人的认识，形成了唯

一正确的辨证唯物主义人体观［４］，核心思想认为

人是生物属性、社会属性、思维属性的统一体，对人

的分析研究既需要从人体自身角度出发，也需要将

人放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强调心理因素、自然环

境、社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我们在实际授课中需

要向学生阐明，《解剖学》研究的正常人体只是从

人的生物属性出发，要想全面客观了解人还需要把

人放在社会环境中，注重心理纬度对人的作用，由

此引申出医学学习实践中需要注意的生物心理
社会这一医学模式对人的影响。

教学中，我们还要求学生了解人体观的发展历

程，强调与西方人体观的不同。西方宗教信徒众

多，尤其以信奉基督教为多，教材中将辩证唯物主

义作为一家观点，与基督教哲学、生命哲学、实证主

义、人本主义等人体观并存［５］。因此，很难从西方

解剖教材中找到人体形态结构规律性的认识。我

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人体观指引下，强调人体器官形

态的“六面体”本质核心说［６］。即六面体是人体器

官形态的共性和规律，六个面如同立体的物体一

样，分为六个不同表面（腔面）、八角和十二缘；人

体器官以六面为主体，向扁（如肝）、长（如长骨、长

肌、长管性器官）、圆（如肾、睾丸、卵巢）形态发展，

器官多呈现两面四缘或两面两缘两端形态；心、肺、

膀胱等变形较大的容积性器官则向圆锥形发展，出

现为多面多缘。通过六面体还原与演绎，用辩证法

观点认识人体器官的形态，所有的器官形态都可视

是同一，但是同一中又有差异，表现为有些器官向

左、右横向发展，有些器官向上、下纵向发展，有些

器官则向前、后水平方向发展，如此器官形态的差

异与同一也就可以理解了。

１．２　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唯物论是基础，认为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的

产生是经历了从无生命物质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

应性、从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到动物的感觉和心

理、从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到人的意识漫长岁月的进

化发展而产生的最高产物。物质和意识对立统一

于实践，而正是实践使猿脑变成了具有抽象思维能

力的人脑，人在劳动实践中改变自然界也改变人自

身。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求学生正确认识人脑形

态结构与思维意识之间的关系，自觉运用进化发展

的观点看待人类的起源及人体形态构造。比如我

们在神经系统讲解过程中，要求学生认识到人脑是

意识的物质器官，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人脑

与其他脊椎动物比较拥有相同的脑结构分区，然而

由于社会劳动实践，使得人脑脑容量达到脊椎动物

顶峰，与灵长类动物黑猩猩比较，人脑脑容量增加

了３倍，表现为脑内神经元的数目和种类增加，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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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现在新皮质上［４］。而人脑进化基因，如小头

基因、ＳＨＨ、Ｆｏｘｐ２、ＢＭＰ的发现与研究，为猿脑得以
最终进化为人脑提供了新的生物学证据；而现代人

的形态结构在不同的劳动实践环境中无论是微观

的细胞、组织，还是宏观的器官、系统的发生发育及

变化均会受到影响。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乔纳森

·普里特查德的研究发现，在对亚、非、欧三洲２０９
名不同人群个体的基因分析后得出结论，每个人群

中都有大约２５０个正向选择基因，这意味着这些人
群仍在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原理，进

行自然进化。

１．３　强调运动这一根本物质属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

运动变化之中，没有不运动的物质。运动是无条件

的、绝对的，静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和暂时的［７］。

这种观点指导我们在讲授解剖器官的位置毗邻及

形态结构时，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图谱、模型和标

本，要注意强调器官的运动这一根本属性。例如，

在讲解胃的位置及形态结构时，图谱、标本显示胃

大部分位于左季肋部，小部分位于腹上区，形态上

有两弯，分为四部分。但是我们需要强调这指的是

胃在中等充盈状态时，如果胃在饥饿或饱腹状态

时，胃的位置、形态结构均会运动变化，在过度饱腹

时胃大弯可达脐下，两弯扩张明显，胃体增大。同

时为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器官的运动属性，我们将正

常人体器官位置、形态结构放到不同年龄阶段，如

青春期、中年期、老年期进行比较，进而引申在发生

疾病时的变化，从而引导学生用运动、变化、发展的

观点看待课本上器官位置及形态结构。

２　《解剖学》教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的
应用

２．１　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中，普遍联系是另一

个基本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之一。黑格

尔说过，从人身体上割下来的手，就不是原来意义

上的手。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解剖

学》将人体划分为九大系统，这九大系统以及构成

系统的各个器官、组织及细胞都是普通遍联系的、

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既相互影响，又彼此联

系［８］。我们在绪论部分教学中，以人体在睡眠及

运动两个状态下九大系统的功能变化及相互联系

为切入点，告知同学们在睡眠状态时，肌肉放松、呼

吸减慢、心跳放缓、血压轻度下降、胃肠道的蠕动明

显减弱、神经反射减弱，而在运动状态时则相反。

之所以表现出以上差异，是由于在神经系统这一机

体中心调控下，另外八大系统相互有机协调配合，

共同保证睡眠及运动得以实现的。任何一个孤立

的系统、器官或组织，离开了人体这一整体，少了其

他系统、器官、组织的配合，都无法完成任何功能。

肌肉离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或循环系统，就无法

实现气体交换或物质交换，离开了神经系统，会出

现神经废用性萎缩等等。强调人体的普遍联系，避

免片面的、孤立地看待人体，有助于学生树立人体

内部整体联系观。在此基础上，引申到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普遍联系，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和谐共生与共处。

２．２　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

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

心。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观点解释《解剖学》中的人

体结构及功能，既可以加深学生对解剖专业知识的

学习，又可以体会到辩证法无处不在的魅力。

人体是一个具有多种组织复杂结构的系统，人

体组织结构的上下、内外、表里、前后各部分之间，

以及内脏之间，无不包含着对立统一［９］。我们在

讲解四肢肌肉时，位于下肢的前群肌和后群肌作为

拮抗肌群，前群肌是伸肌，后群肌为屈肌，功能虽相

反，但在实际运动时表现为协调统一。例如在屈踝

关节（跖屈）时，后群屈肌是收缩的，前群伸肌是舒

张的；伸踝关节（背屈）时则相反，前后肌群功能统

一于神经系统调控。再如内脏器官一般都接受交

感和副交感神经双重支配，两者作用往往具有对立

拮抗的性质。如心脏的迷走神经具有抑制作用，而

交感神经具有兴奋作用，但是从外周的作用效果看

是统一协调的，即交感中枢活动增强时，副交感中

枢减弱，反之亦然。这样的有机统一保证了机体在

不同环境下的功能状态。

３　《解剖学》教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
应用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认识论是灵魂，理性

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

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他们既是认识过

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辩证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实

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再提升，而认识也反过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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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导实践［１０］。

《解剖学》属于实践性极强的形态学学科。在

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合理分配理论及实验学时，留

出足够的时间给学生观察和分析标本。《解剖学》

课本上的“正常范围”是指超过５０％的相同的形态
结构的人，而较大的形态结构差异即为变异，变异

并非病态，属于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特例，常发生

于肌肉、血管、神经［１１１２］。但这些变异有时在课本

上并不能做到完全标注。了解或认识到这些变异，

对于今后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学生非常重要。这就

要求我们突出实践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在认真学习

课本知识后，在实践解剖操作环节，认真细致的观

察比较，坚持从实践中掌握知识，最终达到再认识

的目的。例如学生在局解中发现的人体骨骼肌的

结构变异、肝总动脉的变异、胆囊管及胆囊血管的

变异等，通过以上“认识－实践 －再认识”，使同学
们对专业知识掌握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

高度。

医学教育不仅需要各医学专业课程交流协作，

更需要与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应用辩

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指导《解剖学》教学，可以使

学生牢固树立唯物主义人体观，自觉运用辩证法理

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在实践中获得升华。今后我们

尝试开展更多《解剖学》课程与人文教学相融合的

尝试，如开设生命教育论坛、生死观教育等，并尝试

构建人文《解剖学》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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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济宁医学院学报》期刊影响力指数再一次提升

十二五期间，《济宁医学院学报》的影响因子连续５年不断攀升。２０１６年———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数据显示：《济宁医学院学报》期刊影响力指数（ＣＩ值）达１５８．７５，超
过了２０１５年的１４５．９２，该指标在山东省同类医学院校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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