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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medical system,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also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Due to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education, it differs from other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t carr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distributed learning,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long with ages, enrollment expansion and medical 
requir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for resident doctors. S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linical graduates showed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First,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is the basic step,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of medical humanity 
connotation. Second,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medical work is necessary. 
Third, establish a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linical graduates, to build up new education concept, and to develo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for clinical graduates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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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医学教育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因为医学教育的特殊性，使它具备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教

育特点。临床实践为主分散式学习，年龄与身心发展的新特点，扩招和医学实现的发展需要，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统一等

等特点，使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许多新的特点。根据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各种特殊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在内容上应以医德医风教育为主，结合医学人文相关学科的思想内涵进行。其次在形式上要结合医疗工作实际开展灵活

多样、形式新颖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后要建立一个适应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形成教育模式，建立全新的教育理

念，全面进行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关键词】医学特点；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2014 年的开始有关伤医的事件频发，让人们开始关注医疗问题，关注医改。这些伤医事件有社会原因

等外在原因，当然也有医疗人员自身的原因。卫生管理部门曾经对 326 家医院医疗纠纷的投诉情况进行调

查,发现真正属责任技术事故的只占所有投诉比例的 29.6%，而 49.5%的纠纷与服务态度有关
[1]
，因此对于

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应该引起重视。有人将原因归于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其实中国的医疗体制不同

于国外，国情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建设，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在摸

索着前进，作为培养医疗人才的高等医学院校如何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开展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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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医学人才，使他们能具备完美的人格，在进行医疗服务的同时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也一直在不断

的探索中。那么对于高等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研究医学教育的新情况，国内医学发展的新动向，

开展适应中国国情的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当前要研究的内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就医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三级甲等医院不断扩大规模，许多高等医

学院校附属的临床教学医院大部分都是三甲医院，随之而来的是医学教育对于人才的高素质与大数量的要

求，硕士、博士成为许多医院对毕业生的基本学历要求。医学本科生基本不就业，读研成为现在学生的主

要毕业流向，一年考不上，考两年、三年，临床研究生教育逐渐成为医学教育的主流。以吉林大学为例，

现在在籍临床医学本科生数量远远不及研究生（还包括七年制、八年制）数量，所以临床研究生的培养已

成为当前医学人才培养的主体。 

医学是一门与人打交道的特殊自然科学，是“人学”，不仅要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还要学会如何开展

人文关怀。临床研究生是将来的医学栋梁，是医学发展的希望，在医学教育阶段不仅要教会他们医学知识，

还要让他们学会人文关怀。但是现在对于这部分内容只对医学本科阶段学生开展课程和活动，而在临床研

究生教育中没有对临床研究生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1 临床研究生学业教育的特殊性 
1.1 教学形式的特殊性  临床研究生的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主要以临床实践为主，已经是半个医生，有

的获得执业医师证的学生，甚至在当整个医生用。有着较长的临床实践期，尤其现在有的院校进行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已与研究生教育同步进行。原来一年的集中教学都被安排在工余时间进行，研究生三年基

本都在临床科室进行医疗工作，以实践教育为主是其它学科完全不具备的。 

1.2 教学内容的特殊性  医学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还要具备医疗实践技能，具有进行医患沟

通和人文关怀的能力。它是与人打交道的学科，时刻体现了“人”的重要性，现代医学是“生物—社会—

心理”相结合的模式，是“人学”，在教学内容上不仅要教会临床研究生用医学技能治疗疾病，还要加大

医学人文知识与技能的培养，教会他们如何体现人文关怀，使患者身心俱健康。 

1.3 教学制度的特殊性  虽然在研究生阶段进行了专科确定，但是人体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疾病不一定

是单发的，所以按照规培和研究生教学的规定，研究生还要进行各科轮转，学习全科医学，然后才能跟导

师从事专科学习，所以研究生的教学是以分散为主的。除了临床医疗之外，作为临床研究生还要进行科学

研究，尤其是相关学科的基础医学研究，要做实验，取得实验数据，撰写科研论文。临床医疗工作时还要

与医生一起值夜班、管病人、上手术、写病历等，可利用的课余时间较少，工作与学习专业的强度较大。 

2 临床研究生身心发展的特殊性 
2.1 角色转换带来的心理问题  现阶段的研究生以从本科直接考入的学生为主，本科毕业后有临床工作经验

后再考入的学生较少，他们缺少社会经验与临床实践技能，思想较单纯。虽然在本科阶段有一年的临床实

习期，但是现在因为考研的压力，真正进行临床实习的时间大打折扣，所以，对于一个从本科直接考研的

学生，其心理较单纯。在进入临床研究生阶段后，直接接触临床，当上了“准医生”，真正开始汇入社会，

对于角色的转换较突然，尤其现在医疗行业多少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对他们影响很大，与他们长期接受

的传统教育不相符，使他们无所适从，这点是急需引导的。 

2.2 年龄特点带来的心理问题  现在的临床研究生不同于以往，以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学生为主，

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而且在他们的生长时期，中国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

提高，说他们是蜜罐中长大的一代也不为过，所以当前研究生思想状况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部分学生

对政治生活没有热情, 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一些学生则思想单纯, 看问题易于理想化, 容易出现偏激等情绪。

还有一部分学生易受社会不良思想与风气的影响, 在校期间表现出急功近利、双重人格或者内心世界极其空

虚乃至堕落, 没有了进取精神等状况[2]，这些问题是现在临床研究生心理出现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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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医疗行业的压力带来的心理问题  对于中国医疗改革的准确评价目前还在争论，虽然近年医学考研全国

录取分数呈下降趋势，但是医学生的毕业分配形势依然未见好转。社会对医学行业的认可度，对将来毕业

分配的未知与压力，其中就业是临床研究生目前最大的心理压力，其次是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家庭关系、

婚姻爱情等方面的压力，还有最近热谈的医务人员人身安全问题，在这种种压力中从医疗行业本身产生的

压力最直接。 

3 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本科阶段已开展得很有系统，不论专业如何，都是以“两课”为主，培养大学

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临床研究生阶段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什么？采取什

么方法？现在都是各个高校采取自己的方式，尤其合校后的许多高校，研究生院的规模很大，但是针对医

学生并没有形成统一模式。 

3.1 以医德医风为主要内容开展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临床研究生已完成“两课”和“三观教育”阶段，

在研究生阶段，尤其是医学院校的研究生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医学有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医德医风教育

是现在医院管理中的行风教育内容，对临床研究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研究生阶段已经成为一个“准医生”了，许多学生第二年就考取了执业医师执照，具备了行医资格。在整

个研究生阶段大部分时间都在临床从事医疗工作，医德医风的教育势在必行，了解医生的基本行为规范，

提高医学修养，明确医疗管理规定，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严格要求自己，培养“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健

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研究生阶段是最好的体现。 

3.2 以医学人文教育为次要内容开展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医学既然是一门“人学”，就不能仅以技术

为主，在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医学人文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承认人的生

命权和健康权是人所固有的基本权利，以理解、关爱、呵护的态度敬畏生命，关注患者的权利和需求、尊

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尊重患者的人格与尊严既是医学的目的，又是医学的终极使命
[3]
。首先是对生命的敬

重，医学的崇高就是救死扶伤，对生命没有敬畏感的人，是不能做一个好医生的。其次要多学一些医学人

文知识，现代的医学发展，医学人文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

学美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史》等学科已开设多年，但是有许多医学院校开课不足，学生不重视，

在研究生阶段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这些课程，加强人文修养。还应该针对临床实践需要开设一些新

兴医学人文课程或讲座，如《医学语言学》、《医药文化史》、《医学法学》等。这些内容是对临床研究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补充，人文修养的提高是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3.3 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临床研究生的学习与工作负担都很重，而且天天面对

的都是愁眉不展的病患，这些都已经让他们身心疲惫，临床研究生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不方便利用大段时

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乐于接受，还有时间接受，是教育工作者要思考

的问题。 

在开展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不妨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过时，在临床中

每一次的医疗实践都是学习医德医风的过程。树立院内典型人物，建立良好的医院文化氛围，营造积极向

上的良好院风，让学生在临床工作过程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开展一系列学术讲座、入院培训、人文讲

座等，多方面的接受思想教育。开展一系列有益的院内活动，无论是文体活动、学术活动、庆典活动、社

会实践活动都有目的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学生乐于接受，寓教于乐。 

4 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临床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大，而与之相配套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却并未建立起来，从事临床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员很少，与现在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生教育极不相配。建立导师负责，专职辅导员管理，

以“三自”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比较适合临床研究生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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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以导师为主导，德艺兼修  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实施主体，要充分发展导师教书育人

的作用。尤其临床研究生导师，天天与学生在一起从事临床工作，不仅要培养研究生的临床技能和科研能

力，也应是医德医风的榜样。 

首先，对于导师的遴选不仅要看业务素质，还要看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尤其对于医学领域，人命关

天的事业，对于医德医风考核不合格的医生不予选聘作为研究生导师。其次还要进行导师考核评价制度，

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建立导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监督及奖励体制，客

观衡量导师在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工作成效。建立师德监督检查机制, 定期召开导师教书育人的表

彰会和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鼓励学生对导师师德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研究生导师中评选

“思想政治教育先进个人”与“思想政治工作标兵”等教书育人榜样。最后，要加强导师自身的思想政治修

养与人文修养，开展针对导师的有关知识补习，尤其是医学人文新理论，努力营造有利于临床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育人环境。 

4.2 建立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  最近几年由于医学教育体制的转变，临床研究生教育阶段缺乏

系统有效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临床研究生扩招后，使原有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出

现了许多问题，如管理机构、师资队伍建设、资金投入等并未进行相应的调整，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和人员

的设置配备参差不齐，与医学本科生相比，对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沿袭本科生的教育模式，而且

投入少，缺乏一整套系统、有效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
[4]
。 

首先，要加强临床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安排研究生专职副书记、专兼职辅导员，负责研究生日常

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次，要建立研究生党支部，定期开展组织活动，充分发挥研究生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加强对研究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后，要建立研究生会，发挥学生干部

的“三自”管理作用，开展研究生各类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有的放矢，有载体、有承接。 

4.3 建立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  对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不同于本科阶段，时间与形

式都要灵活。针对这一特点建立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要具有常态化和灵活性，例如定期的开展阶段性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年龄、不同学级的开展，不论是 1 周、半月还是 1 个月，设定具

体时间，开展博硕不同、年级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专项活动。充分开展医学社会实践活动，让临床研究生

走出医院，到贫困地区奉献爱心，感受老少边穷地区缺医少药的现状，树立爱岗敬业、尊重生命的理念，

形成一系列活动，建立配套的制度，使临床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到实处，取得实效。 

在当前仍存在医疗诚信缺失、医药价格虚高、医疗腐败屡见不鲜、医患矛盾突出等不良医疗实践环境

的情况下，开展临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只有掌握现在临床研究生教育特点，建立相应的思想

政治教育模式和体系，全面的培养医学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开创医学教育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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