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应用研究项目（２０２１
ＳＫＺＺ８６）；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Ｓ２０１９１０４４３０２３）

△［通信作者］戈文鲁，Ｅｍａｉ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ｏｎｇ２０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４月第４５卷第２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７

儒家文化传承视域下的医学生责任意识培养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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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广大医务人员彰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也体现出医务

人员具备高度责任意识和深厚人文情怀的重要性。儒家文化历来都强调责任，包含着传统医德的普遍规范，可

为医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提供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针对当前医学生责任意识培养的现状，可通过建立蕴涵儒

家文化的课程资源体系；将儒家文化融入教学全过程；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建立学校、院系、班级、医院“多层渗

透”培养模式；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创建互动式网络教学平台等培养模式，循序渐进地

增强医学生的责任意识，为今后从事医疗工作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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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 社会运行和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面对疫

情，广大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冲在最前线，彰显出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也为医学生的责任意

识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展现出榜样的力量。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离不开国家整体医疗系统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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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也离不开医务人员高超的专业技能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不

仅要掌握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更要具

备为人类健康事业献身的高度责任意识和深厚的

人文情怀。

１　医学生具备责任意识的重要性

在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之中，责任居于最高层

次，是个体基础性的道德品质，也是社会良性发展

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都具有社会性。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责任都是现

实存在的，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

系而产生的”［１］。因此，责任是指“由一个人或一

个团体的资格所赋予、并从事与此相适应的某些活

动、完成某些任务以及承担相应后果的要求”［２］。

责任作为一种外在的社会规定性，必须通过个

体的意识层面转化为行为才能得以实现，这个意识

层面即为责任意识。个体的责任意识驱使着其责

任的履行。个体责任意识的强弱，决定着其责任履

行的自觉程度［３］。可见，责任意识强调的是一种

自律自觉的意识和态度，是责任个体对自己在社会

生活和自我发展中所承担责任的一种自觉意识，是

其满足自身道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大

多数医学生将来都会从事医疗卫生行业的工作，具

有职业方向相对确定的特殊性，是一个责任重大的

特殊群体，必须具备较高的责任意识。因此，加强

对医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对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服

务的水平和质量，降低医疗责任事故的发生率，以

及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２　儒家文化中蕴含医者责任意识的精髓思想

儒家文化思想丰富、内容博大精深，包含着中

华伦理思想史上具有民族特色的道德范畴和道德

修养方法，也包含着传统医德对从医者医德修养的

普遍规范。千百年来，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涵养下，

形成了优良的医德传统，哺育了历代医家的高尚医

德，促进了我国医德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正如明代

儒医陈实功所言“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业”［４］。

因此，深度挖掘、提炼儒家文化中有助于医学生责

任意识培养的精髓思想，形成符合医学生专业特色

的优质、合理的教学资源体系，可为医学生责任意

识的培养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

２．１　仁
２０２０年９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

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

人才”的要求。“仁”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

基本出发点［５］，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极力

倡导的“仁”着重强调，通过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

形成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孟子提倡“仁者爱

人”，强调仁爱是一种人的自然本性，不应具有现

实功利性，认为一个人对他人的关怀和爱护是人的

爱心使然，而非外因所致。可见，“仁”的理念与医

学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我国传统医德文

化体系中，“仁”是贯穿医德修养的一条主线，医者

应为仁者，医务人员应遵循仁德，关爱病人，尊重同

行，乐于奉献，这也正是为医者应当具备的责任意

识的体现。

２．２　修齐治平
两千多年来，孔子的这一“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思想体现着儒家所推崇的人生理想，是

儒家一贯坚守的人生信仰。在其指引下，形成了为

医者深厚而浓重的对人命运的挂念与关注，一种救

死扶伤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６］。

２．３　孝
“孝”被誉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社会责任意

识的源头，提倡对生命与身体的珍爱，提倡孝敬父

母、博爱众人。正如《中庸》中所说，“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纵观古代医学典籍，孝也是传统医德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医者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品

质。儒医提倡以医为孝，从对自己、对家人的关心

照料，扩展到对患者乃至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担

当［７］。

２．４　恕
“恕”占据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正所谓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８］。主要体现的是处理

人际关系、调节社会矛盾的方法。当今，医生最重

要的作用是对患者细心的帮助和身心的陪伴，能够

更多地为患者着想，对患者负责，是医学生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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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工作中与患者形成平等、包容、和谐的医患

关系的重要道德品质，也是医者责任意识的重要体

现。

２．５　诚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文化的

重要思想，在我国医德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是衡量医生道德水准的重要尺度，也是医者应

当遵守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古代儒医就非常重视医者的诚信品质，要求医者要

“以诚信之心学习医理，不自欺欺人，不夸大表功；

以诚信之心行医临病，实事求是，不欺不瞒；以诚信

之心对待患者，不论贫富，不论贵贱；以诚信之心恪

守操守，不唯利是图，不贪恋钱财；以诚信之心善待

同行，不傲慢于人，不诽谤同道”［９］。 这些要求都体

现着医者强大的自我约束力与较高的责任意识。

３　医学生责任意识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３．１　对人文精神的培养重视不足
学校是医学生们学习医学知识技能，提升责任

意识的主阵地。大部分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只重

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忽视思想道德、医学伦理等医

学人文课程的学习，对责任意识的培养重视不足，

还需要学校能够针对当前医学生责任意识的现状，

统筹设置一些相关的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模

式及实践活动等，帮助医学生端正学医目的，提升

人文素养。

３．２　对家庭教育的作用重视不足
家庭教育是影响医学生责任意识高低的主要

因素。一名医学生能否具备成为一名优秀医务工

作者的责任意识，与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是分

不开的。有部分医学生报考医学专业不是因为自

己的内心热爱，而是基于家长的建议和心愿，学医

是为了方便就业，提高社会地位，获得较高收入。

这就导致一些医学生缺少从医兴趣，更加缺乏从医

应有的高度责任意识。

３．３　对正面力量的引导重视不足
医学生的成长是与复杂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医学生生活在社会中必然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特

别是一些医疗卫生行业的不正之风的消极影响。

部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滑坡、责任意识淡薄，重利

轻义，对患者缺少责任心等不良作风，致使部分医

学生职业道德淡化，责任意识缺失。

４　儒家文化贯穿医学生责任意识教育的培养模式

４．１　建立蕴涵儒家文化的课程资源体系
所谓课程资源是指“可能进入课程活动，直接

成为课程活动内容或支持课程活动进行的物质和

非物质的一切”［１０］。医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主要

就是对医学生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指引，

由于思想教育的特殊性，需要建立一个内容丰富多

样的课程资源体系予以支撑。

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医学伦理学

等相关的医学人文课程是对医学生进行责任意识

教育的主渠道。学校应根据课程教学需要，深度挖

掘、着重开发适用的儒家文化资源。学校还应专门

增设一些以弘扬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选修课程，

并在图书馆、资料室增添一些相关书籍，鼓励医学

生主动阅读，了解更多的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和重

要理念。学校还可以有效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挂

牌设立可供医学生身临其境学习儒家文化的实践

教学基地，定期组织医学生参观孔府、孔庙、孟府、

孟庙、孔子博物馆、尼山等儒家文化圣地，通过切身

感受，使内心得到感化，思想得到认同，责任意识得

到提升。

４．２　将儒家文化贯彻教学全过程的培养模式
课堂教学是医学院校对医学生进行责任意识

教育的主渠道。学校应充分发挥思政课程以及课

程思政的教育作用，引导教师结合课程内容融入儒

家经典著作中的名言、名句、重要思想，也可以讲述

孙思邈、张仲景、王叔和、朱丹溪、裘法祖、吴孟超、

钟南山等古今著名儒医、大医的医德思想、行医故

事等，并在讲解过程中，组织学生进行课堂专题讨

论、演讲等活动。

责任意识产生于人的社会实践，形成于人在实

践活动中的亲身体验。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可以

根据课程内容，设计有关儒家文化传承的课外实践

教学活动。以本校《思想道德与法治》为例，我们

依托思政课教学改革专项课题的研究工作，结合本

课程的培养目标，组织学生开展了“诵读演说儒家

经典”的实践教学活动。从２０１４级起，通过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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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程中指导学生阅读儒家经典著作、书写阅读

心得，引导学生结合阅读心得分组讨论，通过自编

情景剧、舞台剧、朗诵、歌舞等各种形式展示学习儒

家文化，传承传统美德的学习成果。目前，已组织

学生成功举办了八届面向全校的大型汇演活动，被

多家媒体转发报道，成为山东省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特色和亮点。通过这一教学模式，不仅从本质上提

升了医学生的责任意识，也有助于推动儒家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更有助于本地文化强市的建立。

４．３　注重发挥榜样引领的培养模式
通过榜样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引导医学生

思想认同，进而激起医学生产生崇拜、向往的情感

共鸣，促使医学生从主动效仿模范行为，到逐渐转

化为医学生自觉、自愿、自发的自我行为，从而不断

提升医学生的责任意识。因此，学校和社会都要积

极宣传和表彰古代著名的儒医以及当代先进的医

疗工作者。

学校应在医学人文课程、专业课等相关课程的

教学内容中融入张仲景、孙思邈、朱丹溪等古代儒

医的医德思想、行医故事等，以及被誉为当代新儒

医的裘法祖、华益慰、吴孟超、钟南山等当代医学大

家的感人事迹，引领医学生们追逐榜样的足迹，同

时也是课程思政的一种展现。社会应通过电视、网

络等公众媒介积极宣传当代优秀、感人的医疗事

迹，国家应加大对先进医务工作者的宣传、表彰，引

导医学生从对榜样的崇拜、认同，到对榜样行为的

模仿，从而不断追求自身责任意识的提升。

４．４　建立“多层渗透”培养模式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对思政课改革

创新提出“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实

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要求。在医学生责任意

识培养的过程中，也应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

结合，建立“多层渗透”培养模式，从学校、系部、班

级、医院各个层面提升医学生的责任意识。

４．４．１　学校层面　在教学方面，学校应注重在知
识传授中启发性教育的运用，结合理论知识的灌

输，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合理引入儒家文化的精

髓思想、典型案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医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和思维方式。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学校可以在校

园文化宣传栏、教学楼文化墙、宿舍楼的宣传墙上

粘贴儒家文化中强调责任意识的经典名句、名人故

事等加强儒家文化的宣传教育；还可以邀请儒学大

家、知名教授来校举办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等激发

医学生学习儒家文化的兴趣，营造儒家文化学习的

氛围，潜移默化地使医学生将责任意识内化于心。

４．４．２　院系层面　院系应根据自身学科的特点，
统筹设置将儒家文化有效渗透到学科的各门专业

课程中，使专业课任课教师在传授医学专业知识的

同时，充分渗透儒家文化，并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

引导医学生对责任的追求。院系还应组织本院医

学生用所学的医学专业知识在业余时间去进行医

疗扶贫、社区医疗服务、疾病预防知识宣讲等志愿

服务活动，使他们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学会关爱他

人的生命健康，逐渐培养出为医者救死扶伤的使命

感与责任意识。

４．４．３　班级层面　班级是学校贯彻落实教学、管
理等相关工作的基本单位，辅导员或班主任应积极

配合学校、院系在班级管理工作中渗透儒家文化中

有关责任意识培养的相关内容，可以通过召开主题

班会引导医学生们学习儒家文化，并结合对现实医

疗事故实例的展示和讨论，让学生真实感受到在试

验、住院实习和医疗工作过程中如出现纰漏、差错，

会给患者带来怎样的危害，让学生提前意识到真正

的医疗工作中医护人员具备责任意识的重要性，引

导他们主动学习相关知识，自觉提升自身责任意

识。

４．４．４　医院层面　在临床实习阶段，医学生可以
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医护人员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

并可以切身体验到真实的临床工作和医患关系。

因此，临床带教老师以身作则，切实关爱患者的行

为更能够感化、影响医学生，使他们基于心理的趋

同性自然而然地跟随模仿教师的行为［１１］，逐渐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潜移默化地促进医学生责任意

识的提升。

４．５　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培养模式
医学生的责任意识培养模式符合儒家大局观

的思想，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

会三者的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三位一体”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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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学校是医学生责任意识培养的主阵地。医学

院校可以发挥主导优势，通过完善课程教学计划，

丰富教学内容，使医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贯穿于专

业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并可以统筹协调与

临床实践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有效地调动各种资

源，引导医学生主动学习儒家文化，了解儒医故事，

在传统医德的熏陶感染中，主动追求自身责任意识

的提升。

家庭是一个人接受责任教育，形成责任意识的

开端。父母首先要自己身正，摒弃功利化的教育观

念，以身示范儒家“仁”“孝”“恕”“诚信”等精髓思

想，营造民主、和谐、充满爱的家庭氛围，让孩子耳

濡目染孝敬老人、诚实守信、“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等需要较高责任意识支撑的行为，潜移默化的

影响孩子对责任意识的认同和自我提升。

良好的社会氛围对医学生责任意识的形成和

提升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要构建优

秀儒家文化传承体系，注重对历史文物、古建筑、古

书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的保护；注重

开展传统节日、传统文化的普及宣传活动，最大限

度地发挥儒家文化的浸染作用。只有全社会共同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消除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才能对医学生做到有效引导。

４．６　创建互动式网络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之外，学校更应充分利用网络的便

捷性，将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医传统医德的精髓思想

渗透到学校网络平台中，潜移默化地对医学生进行

责任意识的培养。学校可以在校园网、微信公众

号、微博、贴吧等网络平台刊登儒家的重要著作，古

代儒医的医德思想、行医故事等以及被誉为当代新

儒医的医学大师们对优良医德的传承，行医过程中

的感人事迹等，让医学生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自主

阅读学习；还可以利用校园网以及网络课程建设平

台等，开辟一些在线学习、疑难问题指导、师生交流

的渠道，给医学生提供一个可以自主学习、沟通交

流的平台；还可以建立社会热门事件论坛，特别针

对医疗行业发生的一些热门事件，引导医学生们进

行讨论、交流，调动起医学生自主学习、深度思考的

积极性，从而不断增强医学生的责任意识。

５　小结

面对疫情不断提出的新挑战，作为后疫情时代

的医务工作者，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显得尤为重

要。儒家文化包含着传统医德的普遍规范，蕴含着

历代医家的高尚医德与责任意识。深入挖掘、提炼

儒家文化中蕴含医者责任意识的精髓思想，构建符

合医学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源体系，借助合理的培养

模式，全方位全过程培养医学生的责任意识，对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任务，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升文化自信，

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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