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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背景下人体解剖学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探

析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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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医科背景下，人体解剖学作为医学教育和培养医学人才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其教学模

式和内容正在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将医学人文教育元素的恰当融入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提升

人体解剖学教学吸引力的同时，推动人体解剖学教学的多元化发展。最终达到培养不仅具有扎实

的医学知识和技能，而且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的符合当新医科建设要求的新型高素质

医学人才的目的。本文通过将学生分为采取人体解剖学与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尝试的

试验组和依旧采取人体解剖学传统教学模式的对照组，对两组教师教学过程的满意度以及两组学

生的考试成绩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析与实践人体解剖学实现知识传输、提升人文素养与医学人

才培养的统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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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cal education, human anatomy, as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discipline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talents, is constantly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in its teaching model and 

content. The appropriat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human 

anatomy not only enhances the appeal of human anatomy teaching but also promotes the diversified of human 

anatomy teaching.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ultivate new high-quality medical talents who not only have solid med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possess good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ethic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medical education refor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vide students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at combines human 

anatomy with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a control group that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human 

anatomy,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two groups of teachers and the test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hus, it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enhancement of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talents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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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

医学模式的改变，我国医学教育也随之进入了崭

新的阶段[1]，针对医学人才的培养催生了新要

求，指明了方向。新医科理念是对传统医学教育

模式的深度改革和创新，推动医学教育的创新，

引领医学的未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医科建

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强调树立“大健康”理念，深化

医教协同，推进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

[2]。新医科建设是顺应时代和健康中国战略发展

的必然趋势，亦是教育兴国、人才强国的核心要

义。在新医科发展大格局下，新理念、新结构、

新模式、新质量和新体系引领医学教育创新方

向，深入推进医学与理工、人文等学科交叉融合

高质量、精准发展[3]。培养具备“仁心仁术”、“沾

泥带土”、“贴心贴肺”和“经世致用”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是医学领域人才培养

的主旋律。其中，医文融合促进医学教育健康发

展[4]，更是推动医学院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所在。 

在医学院校课程和实践育人过程中，医学人

文教育的渗透尤为重要[5]。人体解剖学是医学中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不仅为后续医学

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了基础，更是医学

教育领域的基石和支柱。将医学人文教育深入贯

穿人体解剖学课程和实践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6]，是推动人体解剖学科发展和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的内在需要。医学人文教育作为中华优秀精神

文化传承，是培养医德高、医技精的高素质医学

人才的关键[7]，更是提高岗位胜任力的重要保

障。因此，在新医科背景下，推进医学人文教育

有机融入人体解剖学课程是深化基础医学教育改

革之需，亦是推进医文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发展

之需[8]，更是聚焦培养“有温度”和具备人道主义

的卓越医生之需。 

2 思考与剖析：新医科背景下医学人

文教育的发展 

当前我国医学人文教育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

专业课程与传统学科占优势[9, 10]。调查研究发现，

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医学人文教育虽正日益受

到重视，但目前医学人文教育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

问题。剖析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医学人文教育水平参

差不齐，教育内容不够系统、教学方法单一、师资

力量薄弱，这些问题制约了医学人文教育的深入发

展[11]。同时由于大部分思政理论课教师本身不从

事医学工作，缺乏临床经验，与医学生的共鸣度不

高。大部分医学院校主要采取传统教学模式，通常

以播放课件和教学视频展示为主，缺乏将课程与医

学人文教育密切的联系和对医学实际进行透彻分

析与探讨，导致医学生学习热情和主动性不高，教

学效果不佳。医学人文教育属于人文教育的一部分，

将其融入课程的同时难以将教育成果进行量化，主

要考查知识掌握情况，无法将医学生的临床实践和

具体表现纳入考核。 

医学人文教育强调医文融通，既要求掌握全面

的医学知识，注重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12]，又

需要具备优秀的思维过程、尊重患者、救死扶伤的

责任感，这一点也是新医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新

医科建设背景下，虽然思政理论课程为主阵地，突

出强调人文关怀。然而医学课程缺乏有效融入医学

人文教育，学科交叉融合落实不够。一方面，医学

人文学科授课教师往往缺乏医学背景，因而在课堂

上不能充分结合相关医学案例进行讲解，课堂互动

效果差；另一方面，很多医学院校人文社科类课程

的设置都是在大一或大二阶段，这个时期学生的医

学知识储备有限，往往仅凭兴趣爱好进行学习，不

能充分认识到这类课程的重要性。使医学生认为医

学人文教育与自己的医学职业生涯联系不紧密，只

是为应试和获得课程学分而学习，教育效果不佳。

对于思政课中蕴含的医学内在精神解析不透彻，在

道德和理想的塑造上，偏重于政治性理念的强调，

忽视了医学人文教育的渗透，考核方式也以考查思

政理论知识为主，缺乏系统性的考核方式，未充分

考虑医学生的人文教育体验、内化与行动。 

3 要求与落实：医学人文教育渗透人

体解剖学的必要性 

人体解剖学不单单是一门医学课程，还广泛应

用于体育、艺术、教育、生命科学等专业，许多前

沿的仿生学人工智能研究也利用了人体解剖学的

相关知识。随着新的医学发展模式的改变以及当今

我国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医学院校更应重视人文

教育问题，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显得极为迫切。

在人体解剖学课程和实践育人环节中，加强对医学

生的人文素质教育[13]，形成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文

医学教育模式已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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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生成长过程中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

对医学生在解剖学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素质培养

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和阐释，突出理论与实践融合、

基础与临床融合，为培养高素质医学应用型人才奠

定扎实的基础[14]。 

人体解剖学的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

要的是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医学人文教育是医学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医学与人文科学的交

叉融合。而医学人文理念中涵盖了尊重生命、关爱

患者、尊重医学伦理等，这些核心价值观与课程思

政体系相融相通。医文融合强调医学学科与人文社

会科学学科的交叉融合，传承人文精神，这是深入

贯彻落实“新医科”建设，培养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

才的必然选择，是推动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的现实需要，也是医学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一方面，人体解剖学教学与医学人文教育

相结合的做法与新医科理念的发展相一致。另一方

面，有利于培养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更是促进

医学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4 探索与实践：新医科背景下推动医

文融合教育模式发展 

在新医科背景下，医学专业教育体系作为构建

大医学的体系，是从人的生命健康本身作为出发点。

健康中国的实现，要求医学生不仅要掌握充分的理

论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术，更应该有较高的人文素

养。因此，医学生亟待加强医学专业课程渗透医学

人文教育。 

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人文内涵，肩负着人民健

康和充分服务社会的重任与使命。人体解剖学在教

学过程中不仅传授解剖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

生的爱国情怀、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15]，使他们

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高超医学技术兼备的医

学人才。我们在人体解剖学育人过程中利用“大体老

师”、敬捐室等医学文化充分挖掘人文素质教育资源，

引导医学生感思大体老师为医学事业的捐献与无

私奉献精神，理解医学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引导医

学生时刻勇于担当医者使命，始终根植献身精神、

始终为中华民族医学事业发展奋斗。创造性地将绘

画艺术与解剖教学相融合，将医学美学、人体美学

有机地融入到人体解剖教学当中，使教学更加多元

化、形象化。医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发现

人体之美、医学之美，培植认识生命、热爱生命、

敬畏生命的医学人文精神，为其将来在临床工作奠

定良好的文化底蕴。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角色

扮演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激

发学生兴趣和积极性。强化实践教学，加强实验教

学环节，增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

中掌握人体结构知识和操作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倡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讨论、

病例研究、创新实践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医学人才。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操作的有机结合，

使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更加深了对医学实

践的理解，为其未来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了

坚实基础。通过举行多形式人文教育活动，培养学

生爱护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并心怀感恩的道

德品质。尊重生命，关爱患者，举行致敬“无言良师”

思政课教育活动。 

5 统计与分析：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体

系 

表 1.你认为在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融入人文教育元素是

否重要？ 

融入人文教育元素重要程度 人数 占比 

不重要 0 0% 

一般 2 7.14% 

重要 4 14.29% 

非常重要 22 78.57%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途径的同时，也要完善评估

体系，全面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实践能力和

人文素质水平。根据上述在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措施，我们进行了如下尝试。

首先，我们选取本科药物分析专业学生，将学生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采取人体解剖学与医学

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尝试，对照组依旧采取

人体解剖学传统的教学模式。最后分别对两组教师

教学过程的满意度以及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行

对比分析。我们对试验组学生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调

查以及两组学生的成绩进行比较分析。在调查开始

前由课题组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填写调查问卷，并告

知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端正学生们的填

写态度。调查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全部调查结果

录入《问卷星》，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调查显示，表 1 是对“你认为在人体解剖学

教学过程中融入人文教育元素是否重要？”此问题

的调查，结果显示 78.57%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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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的学生认为重要，没有学生认为不重要。说

明学生普遍认为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融入人文

教育很重要。 

人体解剖学课程由理论课和实验课组成，针对

于学生是否愿意上人文教育相关的解剖学实验课，

我们进行了调查显示，表 2 是对“是否愿意上与人文

教育相关的解剖学实验课？”此问题的调查，结果显

示 75%的学生认为非常愿意，21.43%的学生认为愿

意，3.57%的学生认为一般，没有学生认为不愿意。

说明学生普遍愿意上人文教育相关的解剖学实验

课。 

表 2.是否愿意上与人文教育相关的解剖学实验课？ 

愿意上与人文教育相关的解剖学实验

课程度 
人数 占比 

不愿意 0 0% 

一般 1 3.57% 

愿意 6 21.43% 

非常愿意 21 75% 

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是否成功，其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判断因素是对学生毕业后职业发展是否有

积极作用。我们进行了调查显示，表 3 是对“你认为

融入人文教育的解剖学实践课程对你将来职业发

展的影响是怎样的？”此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 75%

的学生认为非常正面，17.86%的学生认为正面，7.14%

的学生认为无明显影响，没有学生认为负面。说明

学生普遍认为融入人文教育的解剖学实验课程对

它们将来职业发展有积极影响。 

表 3.你认为融入人文教育的解剖学实践课程对你将来职业

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 

对将来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人数 占比 

负面 0 0% 

无明显影响 2 7.14% 

正面 5 17.86% 

非常正面 21 75% 

人文元素的融入是否成功，对学生的整体素质

和学习成绩是否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我们进行了调

查显示，表 4 是对“人文教育元素融入人体解剖学课

程对你的知识和技能掌握有怎样的影响？”此问题

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78.57%的学生认为人体解剖学

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更好，21.43%的

学生认为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好，说明学生普遍认为

人体解剖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

够更好地掌握人体解剖学知识和技能。 

表 4.人文教育元素融入人体解剖学课程对你的知识和技能

掌握有怎样的影响？ 

对学生知识和技能掌握的影响程度 人数 占比 

传统的教学模式 6 21.43% 

人体解剖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 
22 78.57% 

人文素质的融入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主要目

的不只是提高学生成绩，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人文

素质的渗透，使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一

定的提高，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我们进行了

调查显示，表 5 是对“你认为人体解剖学与人文素质

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是否有提升？”此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 100%

的学生认为三观有所提升，没有学生认为三观没有

提升，说明学生普遍认为人体解剖学与人文素质教

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够提升学生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 

表 5.人体解剖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自己

三观是否有提升？ 

对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否

有提升 
人数 占比 

是 28 100% 

否 0 0% 

我们对药物分析专业学生进行期末综合成绩

评价，终结性评价所占比例 60%，过程性考核评价

所占比例 40%（记分作业评价所占比例 25%，课堂

评价所占比例 50 %，阶段性测验评价所占比例

25 %）。实验组为 Test 组，对照组为 control 组。如

图 1 所示，对照组的平均成绩是 78.6 分，实验组的

平均成绩是 81.9 分。其中与对照组的学生成绩相比

较，实验组成体成绩波动小，每个学生之间成绩差

异少，整体素质偏高。两组之间成绩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图 1.学生期末综合成绩评价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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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在新医科背景下，强化医学人文教育的渗

透，不断推进人体解剖学教学改革。人体解剖学

作为医学的基石，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受到人文

教育的熏陶，则责无旁贷。我们的结果显示将医

学人文教育元素的恰当融入人体解剖学教学，提

升了人体解剖学教学吸引力的同时，较大程度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

习成绩，形成一个教与学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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