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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教育全球化的最基本要求包括７个方面即：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
临床技能，交流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医学的基本要求是知识

技能与职业态度的结合。为此，我们将人性化的教学手段和职业精神教育应用在口腔临床教学中，提高

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竞争能力，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医学教育；全球化；口腔医学；临床教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５５／ｊ．ｃｎｋｉ．ｃ．ｍ．ｅ．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２７６９（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４４－０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

ＹＡＮ　Ｙｉｎｇ，ＬＩＮ　Ｚｈｅｎｇ－ｍｅｉ，ＱＩ　Ｙｉ－ｐｉｎ，ＸＩＥ　Ｊｕｎ，

ＬＩＵ　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ｗｅｎ，ＨＯＮＧ　Ｙｕｎ，ＣＨＥＮＧ　Ｂｉｎ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ｔｏｍｏｔｏｌｏｇｙ，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ｅｖ－
ｅ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　ｗｅ　ｕｓｅ　ｈｕｍａｎ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ｏｍｏｔ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ｏｔ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

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櫢

ｇ

［２］肖飞．转化医学是实现 精 准 医 学 的 必 由 之 路———思 考 精 准

医学、循证医学及转化医 学 之 间 的 协 同 关 系［Ｊ］．转 化 医 学

杂志，２０１５，４（５）：２５７－２６０．
［３］李雁，张蕴璟，马 鸿 基，等．临 床 医 学 八 年 制ＰＢＬ课 程 教 务

运行模式与质 量 评 价 体 系 的 构 建 与 应 用［Ｊ］．西 北 医 学 教

育，２０１４，２２（１）：１４６－１４８．
［４］王莉英，汪青，钱 睿 哲，等．ＰＢＬ病 案 规 范 化 设 计 与 质 量 监

控初探［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２（１１）：２．
［５］周熙惠，刘小红，史瑞明．在八年制医学教育中推行ＰＢＬ教

学法的思考［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０，１８（６）：１０７５－１０８７．
［６］董炜疆，臧伟进，王 渊，等．探 讨ＰＢＬ病 案 讨 论 中 指 导 教 师

的角色和作用［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２（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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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正把全世界融

合成一个地球村，随着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人
们已经把医学教育的焦点转向了国际标准的定义上。

２００２年２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 育

全球最低要求，界定了医学教育的７个基本方面，即：
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

技能，交流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
批判性思维和研究［１－２］。人们把对医学的基本要求更

多地转向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重要的是教会学生

对病人进行整体考虑，而不是仅仅关注个别的系统、器
官或疾病。

１　以人性化教育理念指导临床教学

临床实践教学是医学生培养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

节，是培养医学生成长为合格临床医师的关键，完善的

临床实践教学设施，充足的临床教学资源是保障临床

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医学教育的质量关乎民众身心

健康和生命安全。口腔医学专业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

学科，学生必须通过严格的临床操作训练才能成长为

一线口腔临床 医 师。随着《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及法制观念的普及，社
会大众的维权意识空前增强。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口

腔医学教育的临床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口腔

实践教学模式受到强烈冲击，教学资源需求的增长与可

利用资源日益缺少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了口腔实践教

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影响了口腔医学生的培养质量。为

了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保证口腔医学生的培养质量，加
强“标准化病人”资源库建设和临床前实验室建设，建立

仿真头模模拟病人进行临床前训练显得尤为重要。使

用仿真头模和模拟诊室训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逼真的

实践练习机会，更体现了对病人的尊重和理解［３］。
在口腔临床前见习和临床实习教学中，临床操作

技能的培养是重点。临床前实验室的操作训练及见习

是从理论知 识 到 实 际 临 床 操 作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过 渡 阶

段，既是理论知识巩固的重要手段，又是进入临床实习

的基础。我们将多媒体仿真头模系统、模拟诊室的训

练及远程手术传输系统结合起来，实现教学手段临床

化，使学生提前一年进入准临床实习。新的实践教学

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实验教学中老师示教学生围观的

弊端，使口腔内示范操作直观、立体且达到音像同步。
每个学生都能够在仿真口腔操作的同时清晰地观察到

老师准确、细 微 的 演 示 动 作，结 合 远 程 传 输 系 统 的 补

充，在进入临床实习之前即可对口腔医学临床操作形

成具体印象和体验。再经过模拟诊室教学中的互为医

助实训，学生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规范的基

本操作，提高了教学效率及临床前技能培训的质量，使

学生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这种前置性基础训练，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减轻

了病人的痛苦和负担，为人性化口腔医学教育的实施

提供了较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经验。

２　临床实习中的医德修养和职业境界

医生的工作是针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所做的一系

列医疗活动，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因而也对医务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医学教育学会认为：在界定

所有医生必 须 具 备 的 基 本 技 能 时，职 业 道 德，社 会 科

学，卫生经济，信息管理和卫生系统管理等领域需要给

予更多的强调。而人文素养和信息管理恰恰是我国医

学课程计划中的缺陷或薄弱环节。
医疗活动是科学、严谨而繁杂的医疗过程。公众

对医院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其专业技术，在很大程度上

还取决于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医学教

育就是要在教会学生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培

养其具备基本的医德素养，并逐步形成正确的职业态

度。为了让学生了解疾病的产生过程与社会、心理、生
理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我们开设了素质教育课程

及系列讲座如《社会心理学》、《怎样看待和处理医生与

病患的关系》、《人际关系与沟通》、《接诊艺术与技巧》
等，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理解病患，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和

医护关系。当学生面对患者越来越挑剔的就医观念感

到困惑和不平衡时，带教教师及时给予帮助，把临床教

学当成培养学生认识社会的重要环节，视临床实习为

医学生学习与病患沟通技巧的最佳时机。通过以上的

实践证明，开设人际交往规则技巧的知识讲座及临床

带教教师的榜样效应是培养医德医风，提高自身修养，
塑造人格魅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是老一辈医学家的

座右铭，也应该是当代医学生终生追求的目标。要实

现这一目标医学生必须具备关爱人的品格，医学不论

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应牢记自己的服务对象是活生生有

思想有感情的人。带教教师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应该始

终如一地关注学生的职业态度，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

观和严肃的医学人文精神。医学人文精神就是人文精

神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与体现，集中体现在对病人的

生命与健康 的 关 注，对 病 人 的 需 求、人 格 及 尊 严 的 关

注，使人们在躯体和社会心理方面都处于健康的完美

状态。“医乃仁术，德为医本”，将高尚的人文精神融入

精湛的医疗技艺，方为医学生所追求的崇高的职业境

界。多方位的职业素养教育的直接效果体现在实习生

的医患纠纷大幅下降，不少患者对实习生耐心细致的

诊疗和温情体贴的沟通赞许有加，并希望能继续留在

实习医生诊室进一步治疗。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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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正确看待防御性医疗行为

对防御性医疗行为的理解，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

的看法，尚无统一的界定，但普遍地理解为不是完全处

于对病人利益的需要，而是为了避免医疗风险责任所

采取的特殊 医 疗 行 为。美 国 的 Ｍｃｑｕａｄｅ把 防 御 性 医

疗行为定义为：医生为病人进行治疗、检查的目的不是

完全处于对病人诊断和治疗的需要，而是保护医生不

受到批评、指 责。美 国 ＯＴＡ把 防 御 性 医 疗 行 为 定 义

为当医生开据化验单和检查单、进行诊疗服务、回避高

危病人或高危诊疗手段时，主要是为了减少他们医疗

缺陷的责任［４］。伴随着法律人权的发展防御性医疗行

为已普遍存在于医疗行为中，在我们最近的一项调查

中，１００％的执业医生承认有过防御性医疗行为，且行

医时间越长发生率越高。
在临床实习带教中如何让学生正确地区分与对待

防御性医疗行为，在保证病患基本权益的情况下做好

自身的职业保护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课题。传统的带

教活动更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而

对医学生职业态度的研究与管理投入不够。只有具备

端正的职业态度，才能有效降低过度防御性医疗行为

的发生率。为此在实习生的日常教学中应该更多地培

养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其他医疗从业人员之间严谨

有效的沟通能力，意识到患者及家属参与治疗计划的

重要性；教会学生正确判断是否某些疾病或治疗技术

超出了自己的业务能力，从而需要寻求其他医生的帮

助；学生需要明白并提醒自己，过分追求完美的治疗或

改变疾病的进程不总是对患者及家属有利。防御性医

疗的合理应 用 在 很 多 情 况 下 是 医 生 和 患 者 共 同 的 选

择。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如何看待防御性医疗行为，是

一个值得讨论和深思的问题。医疗卫生职业具有风险

水平高风险复杂风险不确定及风险后果严重等特点，
且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扩大了医疗事故的内涵，
增加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国

家有关卫生、法律及保险细则尚未出台以前，对学生进

行医疗保护教育是必须的。只有正确地认识过度的防

御性医疗行为，并在合理寻求治疗方案的同时保证医

疗质量安全，才能有效维护和谐的医患关系。

４　加强人文素养，提升综合素质

人文技能，要求培养学生利用人文技能恰当处理

医疗实践中的具体问题［５］。医学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相互渗透、逐渐融合已经成为当今医学发展的一个显

著特点。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

指出：医学院必须明确并在课程计划中安排适量的行

为科学、社会科学、医学伦理学和卫生法学，使学生具

有好的交流能力，做出正确的临床决策和进行合乎伦

理道德的实践。这些正是我国医学教育近些年的努力

方向，并在课程计划中逐渐得到落实。强化医学生的

肢体语言表现能力、医疗工作的管理能力等是我们急

需增补的教学内容。综合大学的合并，为弥补单科性

医学教育的弊端带来了转机，增强了我们达到全球医

学教育共同标准的信心。
在临床实习阶段，结合医疗环境，我们采用讲座形

式，开设文理医融合、拓宽视野、名师系列讲座，邀请文

科教授和社会学家讲授《职业形象与礼仪》、《文学与人

文精神》、《危机应对与心理调适———探险、通识与生命

质量》等。邀请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专家讲授《唤醒生涯

规划人生》、《做人、做事、做医生》、《医生的风度与人格

魅力》等，组 成 系 列 讲 座，与 临 床 技 能 讲 座 配 合 进 行。
除了开设人文素养系列讲座外，我院坚持二十多年的

实习生读书报告竞赛会，为同学们提供了展示竞争能

力及综合素质的平台。即在专业实习期间每个实习生

必须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临床问题，在教研室老师的指

导下，广泛查阅资料或进行试验探索，撰写一份综述或

实验报告，同时制作成８分钟中文或英文电子幻灯参

加读书报告 会，向 全 体 同 学 和 评 委 专 家 做 演 讲 报 告。
演讲者在演讲过程中必须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做到

沉着冷静、吐词清晰、仪态大方、有条不紊、语言正确、
用词恰当。既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也锻炼了心理素

质。他们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增强了社会竞争能力，
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综上所述，全球化医学教育标准对医学生的培养

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我国医学教育目前的课程

体系和培养方案在职业态度和卫生信息管理方面尚存

改进空间。只有把医学教育标准与对医学毕业生能力

培养结合起来，找出教育环节中存在的不足，并采取相

应整改措施，才能真正改善医学毕业生的岗位胜任能

力，提高医学院校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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