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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科研能力培养中人文精神教育策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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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学是与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学科，医学的发展离不开科研的推进。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医学生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

但对于临床科研过程中人文精神的培养，较少涉及。本文就临床医学科研过程中，医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提出思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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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

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的纲领，将人民的生命健康作为

一个重要战略的内容提出，将生命健康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新高度。医学作为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学

科，它的发展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医学的发展

离不开科研的推进，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

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

能力，也是医学生培养目标的一部分。国内较多医学院

校对于如何培养医学生科研能力进行了积极探索 [1-8]。

科研能力和人文精神是医学生必备的素质。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对两者的培养是割裂的，对在科研中人

文精神的要求和培养较少涉及。加强医学科研道德建

设，强化医学科研过程中人文精神培养，将其作为医学

科研进步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十分必要的 [9]。本文将

重点提出几点解决方案，探讨科研中人文精神培养的

策略，以促进医学生临床医学科研中的人文精神培养。

1 科研设计必须首先考虑“利他主义”

医学的服务和研究对象是“人”，医学科研必须贯

穿人文精神 [10]。一个优秀的临床科研工作者，不仅要

具备良好的科学素质与科学思维，还必须具有在医学

科研中充分考虑人类生存意义和利益的素养，同时还

要引导学生向富有人文情怀的前辈学习，汲取各种人

文学科的营养 [11]，培养坚持生命和健康利益第一、忠

实实验数据、维护受试者的权益、善于团队合作、富有

创造性思维等方面的医学人才。当前在科学技术研究

不断进步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双刃剑”效应：一

方面，科技研究的进步发展为人类生活质量及健康水

平的提升提供了更好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科技

研究所具有的复杂性及其后果的不可控性也使得人

类处于难以预测的风险中 [12]。利他主义是根植于医

学人文精神中的重要内容，是始终贯彻于医疗卫生公

共事业中的风向标，也是全体医务人员所必须遵守的

伦理尺度。利他主义是指某一个体在一定的条件下，

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性及适应性来提升另一个体的利

益性及舒适性，它包含五个要素：① 必须使他人获

利；② 必须是自愿行为；③ 必须有行为意图；④ 他
人所获利益必须是行为目的本身；⑤ 必须不期望任

何回报 [13]。正是因为利他主义的存在，才使得所有医

务工作者将患者生命和疾病康复当作自己毕生的奋斗

目标，不断推动医学的发展和前进。因此，在培养过程

中，需要教育医学生在科研设计中遵从利他主义原则，

坚持生命和健康利益第一，维护受试者的权益，不得将

个人利益作为首要考量标准，切忌为了科研而科研。

2 对研究对象应秉承伤害最小化原则，包括实验动物在内

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很多时候难免进行一些有创

性治疗，或者是一些可能对患者身体有副作用的治疗。

在临床科研过程中，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因此，科研

设计中必须提前预判可能的不良反应，提前制定有效

措施，将实验对象可能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包括实验

动物。

实验动物是医学科研中最常用的研究对象，对待

实验动物必须遵循 3R 原则。①最小化原则（Reduc-
tion）：指在科学研究中，使用最少的动物获取最大的

实验结果；②替代原则（Replacement）：指使用其他

方法而不用动物所进行的试验，或是使用没有知觉的

试验材料代替以往使用神智清醒的活的脊椎动物进

行试验的一种科学方法；③优化原则（Refinement）：
指在符合科学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改进条件，善待动

物，提高动物福利或完善实验程序和改进实验技术，减

轻或避免给动物造成与实验目的无关的疼痛和紧张等

痛苦的科学方法 [14]。在医学生进行临床科研之前应

该进行严格培训，强调对实验动物的伦理保护。

3 加强科研伦理审核

随着时代发展，医学临床科研的要求和内容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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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这就对于科研伦理审核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
年 12 月，李克强总理第一次提出“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以及“严肃查处违背科研道德和伦理的不端行

为”，表明国家对于科研伦理审核的重视程度迈上了新

的台阶。科研伦理审核的核心是从伦理角度对科学研

究及其成果应用提供应该和不应该的标准，预防和消

除科研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隐患 [15]。医学院校医学生

进行的科研项目一部分是导师申报的课题，都有伦理

审核，另一部分则是自主课题。由于自主课题的自主

性，常常出现伦理审核不到位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除了医学院校要加强宣传与管理，更需要加强对医学

生伦理审核重要性与意义的教育，让医学生养成主动

申请伦理审核的自觉性，对于维护临床医学科研的严

谨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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