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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临床研究生开设了 36学时的

《医学人文、法律与电影赏析》选修课

程，邀请临床医生与学生共同观影，并

展开对话和讨论。这是北京大学医学人

文学院针对医学人文教育开展的一种

“情景互动式教育”的新尝试。

“电影是一种非常好的叙事方式，

它能够让观者走进主人公的世界，站在

患者的角度产生共情，了解和理解患者

的需求与困难。这种训练不仅可以改善

医患关系，还可以帮助医生获得患者认

同，减轻职业倦怠和疲劳。”近日，北京

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在接受

《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说。

王岳表示，传统医学教育强调医生

与患者保持职业距离，防止发生“移

情”；而现代医学教育更强调要“共情”，

要学会站在患者角度感同身受，并尽量

给予帮助。

帮助患者就是医学的温度

每天面对患者是医生日常最重要

的工作。随着时代与技术的变迁，患者

权利的意识逐渐觉醒和快速膨胀。然

而，当前的医学教育却仍是以生物医学

模式培养医生，用培养“科学家”的方式

培养医生，只聚焦患者的生物属性，而

忽略了患者的社会属性。

2017年印度医学协会(IM A )开展的

一项调查显示，75%的印度医生在职业

生涯中遭受过肢体或语言暴力伤害。而

这项数据在中国为 59.79%。

为什么伴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

患关系反而变得紧张？王岳认为，这恰

恰是医学人文的关怀逐步淡化的恶果。

“医学的使命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应

该迭代到帮助患者。当医学以‘帮助患

者’为目的，它才是有温度的，它才不会

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是永远成功没

有失败。”

比如，当面对一位胰腺癌晚期患

者，现有的医学手段虽治不好他的病，

但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

量，帮助他实现人生最后的愿望，帮助

他为自己与家人安排好身后之事……

这就是人文精神、医学温度。

谈到当前的医患关系，王岳认为，随

着社会进步，必须尽快从原来医生熟悉

的“家父式”转变为“朋友式”。医患之间

不再是“我说—你听”的单向交流，而要

改变为以“患者安全”为核心的知识分

享、互动学习的双向交流。因为“患者安

全”才是医患共同利益所在，才是提高患

者依从性的关键。

“真正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医

患双方彼此尊重、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

的。但在医患之间，医生具有主导权，因

此，构建感恩与尊重患者的新文化已经

迫在眉睫。”王岳说。

保障医务工作者
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医患关系紧张除了医学人文教育的

缺失，王岳认为，还与医院管理模式与医

疗服务模式滞后存在因果关系。

自 2018年之后，伴随我国公立医院

改革进入深水区，公立医院运营的经济

压力剧增，这也给医院管理者造成了空

前的压力。医疗机构规模化发展的经营

模式和“以量取胜”的绩效考核模式已经

严重阻碍了医学模式的转型。

“无论医生如何早起晚睡，也无法满

足权利意识复苏的患者的需求，医生倍

感力不从心，患者也满腹牢骚。”王岳说。

不过，《医师法》的实施为保障医生

作为基本劳动者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依

据，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执业环境治

理、职业防护、执业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

保障医师合法权益及待遇。这一点，王岳

觉得非常重要。医生是医疗环节中最重

要的一分子，由于专业性分工越来越细，

无影灯下的那双手越来越难被监督和管

理。只有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才能更好

地服务病人，只有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

与积极性，才能提供高于政府规范最低

标准的完美服务。

此外，医院作为知识密集型机构，对

管理水平的要求也非常高。王岳认为，医

院的管理转型要从规模化、低水平向精

细化、高质量转变，从以创收为中心向以

病人满意度为中心转变，从多劳多得向

优劳优得转变，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预

防为中心转变。

“生活上百分百关

爱，员工至上；工作上百

分百严格，患者至上。管

理者一定要善待医务人

员。”王岳表示，医学人文

如同一面镜子，建立人本

理念的医院文化，用荣誉

激励，其作用远大于用物

质激励。因为荣誉能将人

心凝聚在一起，产生强大

的向心力。

仍须加强医学人文
教育的顶层设计

采访中，王岳还特别

提出了对当前我国医学

人文教育现状的担忧。他

表示，国内绝大多数医学

院校从事医学人文教育

的师资力量远远不够，一

位医学院校的人文老师

往往要讲多门课程。

2021 年，北京协和

医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院联合向教育

部申请增设“医学人文”一级学科。其

实，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将医学人文列

入学科目录中医学门类下独立的一级

学科。王岳表示，无论此次学科目录

调整的最终结果如何，这一努力都会

影响未来中国医学院的发展。医学人

文学科的不断发展成熟，将有助于完

善现代医学学科体系，促进医学模式

转变。

王岳说，医学教育既要有课堂教

育，又要有课堂外的教育。课堂教育是

让医学生熟知理论知识，而课堂外的

教育例如尽早以“志愿者”的身份走进

临床、走近患者，这才能让医学生去理

解课堂中的理论知识，通过实践感知

患者的需求与不易，培养他们对患者

疾苦的“悲悯之心”。

谈及医学人文学院培养的研究生

“归宿”，王岳表示，主要为三个方向：

一是高校教师，培养更多更优质的教

师、增强师资力量，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促进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二是医

疗机构，如医院伦理委员会、医疗纠风

办公室、医患关系办公室等；三是政

府、传媒、保险等机构。

作为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医

学人文与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

委员，王岳一直致力于搭建医学人文

与医院管理学术和人才交流发展平

台，致力于改变现有医院管理水平，特

别是地市级医院。“我国的县级医院是

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中流砥柱，因此

在招募委员时，我们特别注重对这一

级别的医院加以吸纳。”

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

王岳主译的《患者安全———严重医疗

不良事件的调查与报告》一书。“这只

是第一本书，我们专委会将翻译一套

医学人文与医院管理书籍，帮助中国

医务工作者开阔视野，就如同出国旅

游一样，我们不一定对这个国家有系

统的认知，但是打开眼界后，能明晰

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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