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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基础课融入生命教育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倪风华

摘  要 关注生命是教育的本真，生命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应有

之义。对医学院校学生实施生命教育意义重大，从整合教学内

容和优化教学过程两方面，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融

入生命教育进行初步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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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命教育，顾名思义，是探讨与生命相关主题的教育

活动，包括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维护生命的尊严、提升

生命的质量等。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是生命的一个组

成部分，因此，生命教育也应包括死亡教育。尤其对于医

学院校的学生，将来从业的神圣使命是尽最大可能挽救生

命，但受目前医学技术的限制，有时必须要面对死亡，必

须重新考量生与死，提升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关注生命是

教育的本真，生命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应有之义。下面就来

谈谈医学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

础”）课怎样融入生命教育。

2 医学院校“基础”课融入生命教育的可能性
从教材内容安排来看，生命教育居核心章节并暗含在

诸多章节中。

“基础”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贯穿教材的主

线，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与信念的教育、道德品格的锤炼和

法治观念的培养，其中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

价值”是承上启下的章节：积极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上承理想信念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知，下启道德品格、

法治观念的修炼和践行，其中关于人生态度、人生目的、

人生价值等一系列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和追问都关乎生命

教育的核心问题。

“基础”课教材除了第三章作为重要章节讲述生与死

的意义，培养学生积极的生命态度，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

人生观，学会妥善处理人际交往中的冲突与矛盾，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外，其他章节也暗含生命教育的内容。例如：

第一章中关于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的内容

中可以融入应对人生挫折的方法与技能，增强生命的坚韧

度；第五章关于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的内容中可融入现

实中发生的案例，如远离网络“黄”“赌”“毒”以及会

网友导致人财两空等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因素；在这一章

还有关于大学生择业与创业的内容，可以融入一些提升自

身能力的方法，主动丰富和充实自己，提前规划自己美好

的人生，拓展和加大生命的宽度和深度；第八章关于人身

权利与义务可以融入防火、防盗、防诈骗和防自然灾害的

应对技能，以减少生命过程中的意外和不确定性等。

3 医学院校“基础”课融入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从医学生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说，“基础”课融入生死

教育更不可或缺。

医学生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就应该意识到

自己将踏上这样的征程：与生命相伴，与死神较量；美德

与智慧相伴，关爱与治疗同行。但是目前有一些医学生填

报医学院校的初衷是为了好就业，甚至有的高职院校医学

生在填报专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将来就业后可以收红包，有

不少灰色收入。因此，作为医学院校所有大一新生都学习

的必修课程，“基础”课必须要有机地融入生命教育的内容，

希望医学生跨入社会之后，面对金钱、名利的诱惑，心中

依然有一方净土，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坚守。

医学生在没有进入医学院校之前，无论从个人成长经

历还是学习环境，接触关于“生命”话题的机会甚少，除

非极少数至亲和友人的骤逝。关于“爱”，这些学生并不缺，

他们也爱自己的亲人，但这是“私爱”，从医者需要“大爱”，

需要无私的爱，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患者。根据以上学情

分析，“基础”课融入生命教育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还要

有针对性地安排理论和实践教学。

4 医学院校“基础”课融入生命教育的路径选择
整合优化“基础”课教学资源，将“生命教育”贯穿

于教学各个章节中  以“生命、大爱”为主线，将“基础”

课教学内容分为“思想”“道德”和“法律”三大模块，

寻找其与教材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生命教育有效融

入“基础”课的路径。

思想模块包括绪论和第一、二、三章，按照“生物性

生命”“精神性生命”和“价值性生命”进行分类，并以“生

命”作为关键词命名各章的核心内容。

绪论“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重点强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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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生命”。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在解决一对又一对矛盾

后结出的果实。从小学到高中的求学生涯中，学生在生命

成长过程中犯错、纠错、受挫、承压、自我提升——这些将

使其生命更强大；现在进入大学生活，希望他们保持适度

压力和危机感，开拓生命新的境界。本章的核心内容：感

恩生命的坚韧。

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和第二章“弘

扬中国精神，共筑精神家园”重点强调“精神性生命”，

两章内容体现的是个人理想和社会共同理想的关系，要求

大学生在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

中实现个人理想，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努力做忠

诚的爱国者和勇于创新的实践者，展现出亮丽的青春风采。

这两章的核心内容：放飞生命的高度。

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重点强调“价

值性生命”，即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

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核心内容：领悟生命的真谛。

道德模块包括第四、五章，法律模块包括第六、七、

八章，前面提及的思想模块与这两大模块相结合，构成“一

体两翼”：“一体”指一个主体教育内容，即对医学生进

行生命教育；“两翼”是指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这是医

学生必须具备的核心竞争力，确保“精神性生命”和“价

值性生命”更好地实现。

教学形式：协同教学  为了更好地将生命教育融入“基

础”课教学，推动立德树人和医学专业教育更好地结合，

学校将人文课程与医学课程相融合，课堂教学和临岗见习

相结合，人文教师和临床医生相联系，在医学生学习的各

个阶段进行协同教学，收集和挖掘有关“生命教育”的案例，

目标是切实提升医学生的生命意识和职业素养。

教学过程实施：理论解析，实践引导  教学过程包括

新课导入、教学互动、理论解析、实践反馈等环节。

新课导入：精选含涉生命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因为每个章节的教学侧重点不同，所以要将协同教学收集

讨论的案例进行筛选，并对导入案例进行问题设计，便于

进入下一个师生互动环节。

教学互动：课前学生通过数字化教学平台参与互动答

题，再结合课堂讨论，大大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现在是“互

联网 +”时代，学校教育也早已融入多媒体时代，师生之间

教学互动的选题提前通过微信、QQ 群和校园网精品开放课

程专设的讨论区公布。教师适时关注、收集观点以便于上

课互动讨论，也有利于调度把控互动环节的方向和时间。

教学实践证明，将线上和线下的讨论相结合，有效利用网

络媒介，极大地增强了课堂互动的效果。例如：讨论“怎

样做到既‘见义勇为’又‘保护自身’”，学生经过激烈

的讨论，最后倾向于接受“用所学的医学知识‘见义有所为’

和‘见义智为’”，高质量地完成教学目标。

理论解析：对教材知识点再分解、归纳和再提升，为

实践做准备。选取知识点进行深度理论解析要围绕“生命

教育”这个主题，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用于解析的案例要与学生关注的生活事件相结

合。如解析“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生与死”这个问题，主

要分三点：一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二是要敬畏他人的生命；

三是实现社会价值，创造出自己精彩的人生。其中第二点

特别引发关注，要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解析。最近几年由于

同学之间、舍友之间关系不融洽引发矛盾甚至命案的事情

时有发生，剖析这些案例，对于这个年龄段特别渴望友谊

和关爱的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第二，有些理论内容的解析可以让学生通过自主研究

和学习获得。如在“法律篇”之“人身权利与义务”中解析“生

命健康权利与义务”这一内容时，提前在数字化教学平台

发布任务，要求利用课余时间观看今日说法栏目案例《谁

的胚胎？》，并从生命、伦理、法律等角度收集资料，充

分进行自主性研究和学习，准备在课堂上讨论发言。当时

选取这个案例也是几门课程教师协同备课共同筛选出来的，

涵盖几门课程，有一定的研讨价值。事实证明，学生通过

观看视频、研讨、课堂交流和讨论以及对案件最后判决跟

踪报道的关注，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和伦理法规在特殊情况

下的无奈，也领会到法律工作人员运用智慧巧妙地处理好

法理和情理之间的平衡与张力，彰显人性的光辉。

实践反馈：理论引领实践以验证课堂学习的效果。对

于医学生而言，“基础”课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学习知识来

内化并通过行为外显，在实践中锤炼自己，提升作为医务

人员所具备的品质和修养。为了提高学生实践的积极性，“基

础”课实践活动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小品、微电影、撰

写感悟、调查报告等。其中小品《天使在哪里》、微电影

《十二块纱布》、《入殓师》观后感、调查报告《医者心声：

实践与仁爱同行》等作为优秀作品已存入教学资源库。

第二学期学生虽然不学“基础”课，但是多了到医院

临岗见习的要求，这是让学生体悟生命的大好机会。和医

学专业基础课的教师共同编写《临岗见习人文体验手册》，

要求学生完成见习观察记录和见习体会两大任务，其中观察

记录分为：患者及患者家属心理需求、情绪反应、语言和行

为表现；管床医生、护士或其他工作人员在临床中与患者及

患者家属进行沟通交流的详细情况。这就要求学生在见习

期间勤于思考、善于观察，主动创造交流、锻炼、学习的

机会。还要求学生如果条件允许，尽量留下照片或视频等

影像资料，便于见习结束后案例的收集、保存和交流、分享，

也为下一届学弟、学妹留下可供学习和借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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