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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医学人文关怀？

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

医学人文关怀，改善医患沟通，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助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

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医

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

2027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要求，聚焦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医疗服务需求，以

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为目

标，以“相互尊重、保护隐私、严守法

规、加强沟通”为核心原则，坚持“以患

者为中心”，大力开展医学人文教育，

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增进医患交流互

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在医疗

领域的具体体现，以对病人的关怀、尊

重为目标，体现医学对生命的态度。

《行动方案》指出，医学人文关怀

培养应当贯穿医学生培养全过程和医

务人员职业全周期，并从医学生人文

素养培育、医疗卫生机构人文关怀建

设、崇高职业精神弘扬三个方面同向

发力、协同推进。

如何实施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行

动？《行动方案》着眼于增强医学人文

认知、提升医学人文认同、落实医学人

文实践三方面展开。要求把理想信念

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

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培养医学

生珍爱生命、大医精诚、救死扶伤的精

神。强化医学人文教育，优化医学人文

课程体系，建强医学人文师资队伍，鼓

励支持名医名家为医学生讲授医学人

文课程，讲述从医经验感受，叙述医患

良性互动故事，打造一批医学人文精

品课程和教材。

同时，鼓励医学院校建立人文教

育实践基地、生命科学馆等，结合医学

史、校史、院史等讲好医学大家感人故

事，把好医生、好护士的先进事迹作为

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素材，提升医学

生的人文情怀。同时，医学院校要加强

对医学生的人文关怀，关注心理健康，

强化职业发展教育，帮助树牢专业思

想，夯实职业素养基础。

此外，医学院校要在临床见习、毕

业实习和临床实践训练过程中，加强

医学生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交流能力的

培养。组织开展医学生走进社区乡村

送医送药、宣传健康教育知识等多种

形式的医学人文相关社会实践活动，

安排医学生早期进入临床科室、医疗

卫生机构投诉管理部门等进行教学实

践，让医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医学人文

素养，重视医患沟通，熟悉交流技巧。

多维度提升医疗机构人文关怀

医疗卫生机构如何具体实施人文

关怀？《行动方案》从强化组织建设、坚

持文化引领、开展人文培训、增进医患

沟通、营造人文关怀就医环境、加强社

工和志愿者服务六方面展开。

医疗卫生机构要将人文精神融入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和服务各环节，应

当将人文精神培育与医疗业务工作同

步推进，制定、落实切合本医疗卫生机

构的人文关怀制度，提升患者就医体

验。挖掘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沿革、文化

特色、名医大家先进事迹、经典病例救

治等，引导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树

立人文情怀，培育心中有爱、医德高尚

的“大医”“良医”。中医医疗机构、非中

医医疗机构的中医临床科室应当在价

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等方面充

分体现中医药文化本色，进一步增强

中医药文化底蕴。

各地还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医学人文系列培训活动，并

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作为主要培训对

象，将新入职员工、医疗纠纷高发科室

人员等作为培训重点。组织投诉管理

人员、分诊台、导医咨询人员及热线电

话接听人员等窗口人员参加培训，提

高培训内容针对性。

同时，医疗机构应通过科学管理

分诊、优化安排上下午及周末出诊时

间、错峰排诊等，保证医患有较充分的

沟通交流时间。医务人员诊疗过程中

要耐心倾听患者陈述，合理运用医患

沟通技巧，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和相

互尊重的医患关系，拉近与患者的心

理距离。医务人员要与患者及家属主

动沟通病情状况、治疗方案，回应患者

的疑问和关切，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和指导，改善改进治疗效果。

对于包括老人、孕产妇、儿童及残

疾人等特殊人群在内的患者群体，医

疗机构要充分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技术提供快捷便利的就医体验。此

外，还要通过多途径、多渠道，鼓励医

务人员、医学生及社会有爱心人士等，

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后为患者提供志

愿服务，充分发挥医务社工和志愿者

在医患和谐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将职业行动融入医疗行动

在弘扬崇高职业精神方面，《行动

方案》从继承优良传统、选树培育典

型、以中医药文化涵养医德医风、打造

医学人文宣传平台四个方面部署具体

方案。

具体而言，《行动方案》指出，推动把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崇高职业精神作为行业教育的重

点内容，塑造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医风

严谨的行业风范，不断深化对职业精神

的认知认同，积极开展“传帮带”人才培

养，坚持以老带新、育德传技，引导青年

医务人员成长为职业精神优良、业务本

领高强的优秀医务工作者。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

生机构应选树践行职业精神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鼓励医务人员和患者讲述

“暖心服务、人文关怀、耐心沟通”的医

患故事，提升医患理解与信任。

同时，加强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精

髓的挖掘研究，梳理阐释古代名医名

家的治学精神、高尚情操及关于医德

医风医道之论；大力宣传和践行“大医

精诚”“仁心仁术”。此外，各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发挥官网官微及新媒体

平台作用，通过系列专题、专栏报道等

多种形式，进一步唱响崇高职业精神

主旋律。

须按步骤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方案》还对

具体的行动步骤进行了布署，分为启

动阶段（2024 年 10 月）、实施阶段

（2024 年 10 月—2027 年 9 月）、总结

评估阶段（2027 年 10 月—12 月）。

《行动方案》要求，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

加强医学人文关怀、改善医患沟通的

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统筹指导作用，

协调相关部门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优化服务方

式，不仅要重视服务效率，更要重视服

务效果和群众感受，要明确工作责任，

细化工作措施，创新服务理念，将人文

关怀融入患者诊治全流程。

同时，各地要加强工作成效的宣

传，弘扬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通

过社会评价检验工作成效，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各地要根据医务人员、人

民群众评价结果，不断调整和完善有

关措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持续推进医学人文

关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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