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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背景下“医＋文”创新通识课建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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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医科”建设的推进，创建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课程成为亟需进行的工作和挑战。 本文对天津医科大学

创建“医＋文”创新通识课的目标、思路、内容、实践与反馈进行介绍，并为不同专业交叉融合的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提

供参考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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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医学作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生命健康的科学，肩
负着培养和输送医学人才的重任，而突如其来的新

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让人们对医学教育产生新的思

考和反思［１］。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教育部提出加快实施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２ ０，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新医科”建设目标是从

“生物医学科学为主要支撑的医学教育模式”向“医
文、医工、医理、医 Ｘ 交叉学科支撑的医学教育新模

式”转变［２⁃３］。 在“新医科”医文交叉融合背景下，医
学与人文有机融合在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关课程建设从总体上仍处于探

索和实验阶段［４⁃６］。 天津医科大学是一所医学专科

高校，结合学校特点，医学专业背景教师与天津师范

大学文科专业背景教师合作，以促进“新医科”发

展、促进医文交叉融合为目标，尝试探索创建一门

“医＋文”创新通识课，为提高医学生的综合艺术和

哲学素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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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医＋文”创新通识课创建意义和目标

本课程建设目标旨在将医学与人文相结合，引
导学生思考医学与人类思想、文明、艺术等之间的关

联。 身体健康是一切思想行为活动之根本，因此医

学的发展极大的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如黑死病

的暴发流行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到来；反之，人类

的每一次重要变革都促发医学的进步与人文精神和

思辨的递进，比如每一次战争都会促进譬如骨科、神
经外科等医学专科的发展。 本课程希望引导学生理

解医学与人文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激发学习和探

究热情，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医学素养和预防素

养，也有助于加强对医学生的德育和美育，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提升学生

的艺术人文素养、哲学素养、共情能力和对患者的悲

悯心。

２　 课程建设思路与措施

２ １　 课程建设思路

本课程拟面向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１６ 学时，８
个主题。 课程建设遵循“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
新性、挑战度的金课标准，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效为

导向，采用多种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方法。 根据线

下开课学生反馈不断完善课程，并录制在线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面向社会开

放，为提升公众的医学素养、预防素养和人文哲学素

养贡献一份力量。
教学内容以医学为基础、人文为导向，分别从解

剖学、遗传学、生理学和传染病学 ４ 个领域，介绍医

学进展及与社会人文艺术的相互影响和关联。 课程

提炼出以下素养目标和思政要点，加强立德树人：
１）培养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２）培养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融入“健康中国”理念；３）培养学术诚信

意识，加强共情力和悲悯心，提升哲学素养；４）培养

创新意识和求索精神；５）提高艺术美学修养，以美

化人；６）由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延伸，提升预防

素养。 注重加入中国故事，讲懂讲好中国故事，深度

挖掘生动有效的育人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强
化价值引领；构建音乐影像资料库，以美育人、以美

化人、以美培元；注重医学与人文艺术的有机融合，
促进教学目标达成。

２ ２　 课程内容设计

经项目组成员查阅资料和深入研讨，课程选题

如下：
１）维特鲁威人———从艺术看科学。 讲授解剖

学的创建和发展，及新技术对解剖学的影响和展望。
由达芬奇著名的素描作品《维特鲁威人》展开对解

剖学创始的介绍，医学知识与人文艺术融会贯通。
２）长寿的奥秘和中西殡葬仪式音乐（端粒）。 讲

授端粒的概念及对寿命的影响，介绍大量学术前沿进

展。 介绍历史上多个时期多个地域为了追求长寿做

出的各种尝试，及在宗教音乐等文化艺术中的体现。
３）来自动物的致命礼物（新型冠状肺炎病毒、

鼠疫耶尔森菌等）。 讲授新冠、鼠疫等动物源性传

染病的流行病学、传播方式、临床表现和诊治方法，
介绍对人类文明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如黑死病直

接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疫苗犹豫”为思政要

点，引导学生树立学术诚信意识和思辨思维。
４）夏娃的困惑（肥胖与审美）。 讲授超重和肥

胖的诊断标准，“体质指数”和“体脂指数”的区别；
正规减肥药的机制，多种减肥方法（饮食和运动）的
利弊；介绍人类历史上审美观的变迁和现今“身材

焦虑”，引导树立正确的体型观和健康观。
５）盛开在欧洲文艺界那朵恶之花（梅毒螺旋

体）。 讲授梅毒的感染途径、引起的疾病、流行病

学、病原特点和诊治方法；介绍梅毒的多种起源学

说，罹患梅毒的名人及患病对他们的影响，展示相关

音乐文学作品。
６）神圣女性从何而来（性染色体遗传、线粒体

ＤＮＡ）。 讲授性染色体遗传机制，线粒体 ＤＮＡ 概念

和遗传机制；女性生理特征和生育机制；介绍人类历

史上多种族多地区“神圣女性” “圣杯” 的由来和

现状。
７）药物与人类（药物研发与安全）。 讲授药物

研发流程和上市前需进行的各期试验；介绍由药物

安全问题导致的不良后果，如反应停海豹胎事件，著
名歌唱家托马斯·夸斯托夫患有此种畸形，引导学

生树立学术诚信观念。
８）天人合一的期望———中国传统医学的奠基、

发展与现状。 讲授中国传统医学医药的发展与现

状，文学艺术作品中留存的相关记载和与社会人文

艺术的关联；引导学生思考当今中医中药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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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天津医科大学申请开设公选课“基因的旋

律”并获批准，授课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
翻转课堂或研讨互动等形式让学生深度参与。
２ ３　 课程考核方式

在主讲教师的推荐下，学生阅读和观摩一些有

关参考读物以及影音资料，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在

课堂讨论中作交流发言，加强互动。 课程讲述部分

结束后，最后一周为学生研讨课，进行翻转课堂设置

与课程思政内容回顾与反思，学生须在最后一节课

上当堂提交一篇不低于 ８００ 字的小论文作为成绩考

核的主要依据，论题实行三选二制，即主讲教师依据

课堂讲授内容当堂给出 ３ 个不同论题，学生在规定

时间内自选其中两个做相应论述，且不得借助任何

现代化网络搜索工具，力求开拓其思维模式。 本课

最终成绩百分比设置为：平时成绩（出勤与课堂互

动能力）３０％，期末成绩 ７０％。

３　 “医＋文”创新通识课程实践与反馈

以“梅毒”为主题，在天津医科大学面向 ３０ 名

各年级各专业学生进行试讲。 医学方面着重介绍梅

毒的流行病学、病原特征、临床表现和诊疗方法，人
文方面着重讲授梅毒的多种起源学说，罹患梅毒的

名人及造成的影响。 两位主讲的讲授交叉进行，学
科融合有以下几项：１）梅毒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可
致聋，可致盲，可致神经梅毒。 历史上诸多名人罹患

梅毒。 如贝多芬因梅毒致耳聋，后创作《命运交响

曲》；舒伯特确诊梅毒后创作出《小夜曲》，作品透出

极浓的哀伤情绪，叶紫老师现场演奏；盲人阿炳正是

因患梅毒致双目失明；政治家列宁、希特勒等晚年罹

患神经梅毒，对一些政治决策极有可能有所影响。
２）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数据，２０１９ 年梅毒发病人数

位列全部法定传染病第三位，但死亡人数很少。 现

在针对梅毒有很好的诊治方法，死亡率极低；但在历

史上梅毒曾大肆肆虐，并曾是不治之症，夺走了无数

人的性命。 通过追溯梅毒的多种起源学说，让学生

们感悟是科学家们几个世纪不断的努力推进了医学

的发展，最终将“猛虎”关进笼子，保卫人民群众健

康。 ３）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和母婴垂直传播。 将

梅毒的传播途径和临床表现与多种起源学说和人文

历史相结合，增加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也让学生加

深理解和记忆。
课程内容以医学为根基，辅以人文知识，突出医

学对人文的影响，将疾病还原到生动的历史人物本

身，从而达成知识目标和素养目标。 讲授过程加强

对学生的引导提问和互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课

堂气氛热烈，学生互动和发言踊跃，课后学生给予高

度评价，２８ ／ ３０ 学生表示课程非常有趣，增长了大量

人文历史知识，并首次尝试考虑疾病与历史文明的

关系，耳目一新，并表示期待更多的内容。 ３ 位学生

分别从医学人文融合形式，人文讲授时长，以及增加

互动参与角度对授课提出建议。 本项目下一步的建

设计划是继续进行线下授课，并进一步设计出在线

课程内容。 在线课程的建设要注重内容的精炼浓缩

以及人文医学的有机融合，单个视频时长 ２０ ｍｉｎ 左

右，既要主旨突出，又要保证深度和趣味性。 项目组

成员积极备课充分研讨，完成在线课程内容的设计、
ＰＰＴ 的制作与教案编写，并与在线平台合作，完成慕

课录制并对公众开放，扩大课程的成果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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