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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 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

官，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供体来源［1］，其对

于挽救生命、发展医学技术、传递人间大爱具有极

为突出的意义，是当代医学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

人文精神彰显的重要标志。

2017年 7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

大会精神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升医学

人才培养质量，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深化医教

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进

一步明确发挥医教协同优势，推动人文教育和专业

教育有机结合，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

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适应“健康中国”战略需

要［2］。因此，理性审视和充分发掘器官捐献的人文

价值，在医学院校开展相关教育，并实现与人文精

神培育的协同推进，成为新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

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

一、医学院校开展器官捐献教育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医学院校开展器官捐献教育的必要性

器官捐献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普及和传播器官捐

献知识，提高捐献率。我国目前实行以社会宣教为主

的捐献宣教体系，其主体是各级红十字会聘任的兼职

器官捐献协调员，由医务人员、部分接受过器官移植

的社会爱心人士等组成，宣教对象主要是医院中可能

成为捐献者的终末期病患及家属［3］。2017年，我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捐献国，但仍然是世界捐献率最

低的国家之一，我国人体器官供需比为1∶30（美国为

1∶4、英国为1∶3），捐献率仅0.03/100万，与全球器官

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相比，相差1 000倍［4］。造成低

捐献率的原因很多，但现有的器官捐献教育效果不好

却是不争的事实，亟待改进。

医学的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属性，让医学院

校在人才培养时，不仅要教会学生掌握医学知识和

技能，同样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学会价值选择，培养

职业情感、人文关怀能力和树立正确的生命伦理

观。器官捐献涉及人对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是培

育医学人文精神的良好载体和素材，在医学院校的

教学活动中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对于器官捐

献事业本身，还是对与捐献事业密切相关的医学生

来说，开展相关教育活动都有重要价值。

（二）医学院校开展器官捐献教育的可行性

医学院校在长期的办学和人才培养中，天然地

储备了丰富的资源，为器官捐献教育的开展提供支

持和保障。

首先，医学生认知和接受情况较好。医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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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课程的教具来自遗体或器官捐献，医学生事实

上也是器官捐献的受益者，已有研究显示医学生对

于器官捐献的知识掌握、认知程度均高于普通民

众，且随着医学学习的深入、学生年级的增高，其认

同率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5］。

其次，教师很多是医务工作者甚至是器官协调

员，具备较为系统的知识储备，也能将实际工作中

接触到的等待器官捐献的终末期病患、捐献者及家

属的心理、情感等实际状况转化为鲜活的教学案

例，增强教育实效［3］。

第三，教育教学中可见大量的器官捐献教育时

机。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学等基础课程，

为医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遗体、器官标本的机会，

便于器官捐献知识的传授；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

等人文课程中，可以讲解器官捐献的伦理要求和法

律法规等；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等专业课程，在

讲解很多将器官移植作为最终治疗手段的疾病时，

可以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现状、时机选择、流程和

注意事项等进行阐述；承担实践教学的附属医院，

往往是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具体实施机构，医学生在

与病患和家属的接触中，能够亲身感受器官移植事

业的伟大和器官捐献需求的迫切，从而进一步从内

心认同和接受器官捐献。

二、器官捐献教育与人文精神

培育协同推进的价值分析

尽管医学院校拥有良好的器官捐献教育基础，

但在学生中开展系统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将其

与相对比较成熟的医学人文精神培育协同推进，实

现功能最大化，对于实现器官捐献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和人文精神培育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

（一）有利于器官捐献教育尽快落地生根

2017年 5月起，国内 7所医学院校依托欧盟计

划支持，首次探索在医学研究生中开设器官捐献课

程［6］，可见系统的器官捐献学校教育才刚刚起步，教

育内容、途径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摸索。而人文精神

的培育在医学院校已开展多年，形成了相对比较成

熟的教学、活动和保障体系。

器官捐献教育不仅要传播知识，更要形成生命

情感体验，进而内化成自觉行为，这一点与人文精

神培育需要历时长久的隐性熏陶，积累足够深厚的

底蕴后，才能够在自我体验和不断自省中获得、内

化和提升的教育方式，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显—

潜—显”的过程［7-8］；在教育目标上，尽管器官捐献教

育的显性目标是为了提高捐献率，但对现阶段的医

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端正其对器官捐献的态度，

培养正确的生命观和职业情感，形成厚重的生命情

感体验，能够在未来职业发展中，积极参与和服务

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医学人文精神培育的目标

是让医学生真正自发地关注人的生命神圣、生命质

量、生命价值和人类未来的健康幸福，于内心深处

积淀出关于生命、健康以及死亡、疾病的正确观念，

真正理解医学的含义，并发自内心地关爱生命，理

解患者［7］。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两项教育的最终目

标是相似的，都有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因此，相同的教育方式和相似的教育目标，为器

官捐献教育与人文精神培育的协同推进提供了可能。

（二）有利于拓展人文精神培育的载体和资源

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具有累积性，需要“厚积

薄发”，从学生具备人文知识到内化升华为人文精

神，必须发挥情感体验的中介作用［9］。而器官捐献

教育正是培养医学生不断认识生命，认识生命的价

值和意义，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激发学生关爱和

珍视一切生命的情感体验［10］，可以为人文精神培育提

供中介；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培育具有践履性，需要

大量的实践载体，供医学生反复体验和践履［8］。器官

捐献的相关知识贯穿于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到实践

教学的全过程，既涉及医学科学又涉及医学人文课

程。两者协同推进，可为人文精神培育占有和调动

更多的教育资源，从而提升培育质量。

三、医学院校器官捐献教育与人文精神

培育协同推进的路径分析

（一）凝聚“融合共生”的价值共识

两项教育的协同必须首先在精神和价值上达成

共识，作为相对成熟的人文精神培育体系应在价值层

面接纳器官捐献教育的“利他”、“仁爱”、“奉献”等基

本观念，并认识到二者都作为教育性活动，既是概念

和原理等组成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由对自然、社会

的态度组成的价值认识和评价的体系，其目标都是为

了培养与社会价值要求相统一的医学生［11］。

（二）形成“协同共赢”的教学体系

医学院校在人文核心课程中，需要进一步发掘

和提炼“碎片化”的器官捐献教育内容，编制专门教

学资料，针对不同年级医学生渐次设计“器官捐献与

器官移植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器官捐献的中国模

式”、“生命观”、“脑死亡”、“器官捐献的流程、分配、激

励机制”、“捐献者家属的心理安慰与照护”等专题讲

座、报告等，让器官捐献者和移植者、器官捐献协调

员、志愿宣传员现身教学，进入课堂，完成系统知识的

传播和普及，提升学生人文知识的获得感［12］。

在涵盖需要器官移植疾病的专业课理论教学

中，注重将知情同意、人文关怀、精神心理抚慰、伦

理选择的困境、器官的稀缺性等告诉学生，挖掘专

业知识背后的人文内涵；临床实践教学和规范化培

训中，可以安排学生重点对器官移植病例进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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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跟踪，更多地接触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亲身参

与供体寻找、家属沟通、移植手术的全过程，在经历

争分夺秒的抢救、家属的痛苦与煎熬、重获新生的

希望或在无尽等待的患者离世中，体悟生命的厚重

和救死扶伤的责任，激发人文精神的升华，拓展医

学人文精神培育的专业教育渠道。

（三）打造“协同共建”的活动体系

医学人文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是组织学生积

极参与校园文化、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公益活动，

在活动中实现情感升华和精神内化。因此，在现有

活动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器官捐献教育，创设真实

的情境体验，进一步促进知行合一。

一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组织中，开展“仁爱、利

他”为主题的演讲、影视剧、文学作品赏析等；开展

具有医学特色的敬畏实验动物生命和感恩“无语良

师”活动，组织学生为实验动物打扫笼舍、祭奠实验

动物，安排学生整理器官标本、收集遗体捐献者的

生平经历、照片、影像等资料，了解捐献者和家庭的

故事；举行“无语良师启用典礼”，协助老师将“无语

良师”缝合复原，入殓、火化并举办感恩追思会；在

“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碑（林）”开展追思活动，激发学

生的崇敬、感恩和奉献之情［8］。

二是在社会调研中，组织学生调研“红十字

会”、“中心血站”、“角膜库”、“骨髓造血干细胞库”、

“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等的运行情况，了解公众对

于遗体、器官捐献的态度、意愿等；拜访器官捐献

者、受捐者及家属，在深度接触中体悟责任和大爱。

三是在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中，指导学生投身

因病致贫、致畸、致困的社会弱势群体和捐献志愿

者、家属的健康咨询、爱心服务和终末期病患的临

终关怀，深入医院导医导诊、进入病房为患者提供

志愿服务，参与无偿献血，捐献血小板、造血干细

胞、骨髓的宣传、组织等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

共情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

（四）构建“协同共享”的保障体系

良好的校园和附属医院制度、空间、文化、网络

平台等的协同共享，在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中发挥

着“隐性课堂”的作用。

从医学院校的实践来看，尚需要构建或调整人

文精神培育的协调机构，统一部署、管理及协调二

者的协同推进，将这一机构作为两项教育战略对话

平台，加强与其他专业教育的联系与渗透；办学理

念、校风校训、教风学风、医疗警句名言、名医雕塑、

文化碑廊、景观小品等的设计都要匠心独具，涵养

人文气息；在整理学校、学科、专业科学文化成果，

杰出校友、国内外名师名医名家事迹的同时，进一

步挖掘和拓展校史馆、各类专业场馆的人文孕育作

用，培训学生担任讲解员，收集整理捐献者的背景

资料、生平事迹、感人医嘱、捐献同意书等，并编印

成册，供医学生长期学习研讨；借助遗体器官捐献

纪念馆、纪念碑等社会资源，给学生持续的人文感

怀和温暖激励；附属医院良好的人文环境同样发挥

着培育医学生人文精神的职能，早期、有序地组织

医学生部分或全程融入医院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事

件，对于提升捐献认知、了解相关程序和孕育人道、

博爱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设立器官捐献相关

知识、捐献者事迹的网络专栏，清明、冬至等传统节

日开设捐献者网络祭奠平台，推送“器官捐献”登记

平台等，实现两项教育的线上协同。

（五）探索“融合统一”的评价体系

借鉴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考核、360°评估反馈机

制和职业素养迷你评估测试等工具，形成学生自

评、学生互评、学校评价、医院及患者评价、毕业后

跟踪评价的体系，设计学生自评报告和评价手册

等，对医学院校器官捐献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协同

推进的效果进行近期和远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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