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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测序技术的进步ꎬ医学遗传学涉及的伦理问题也日益凸显ꎬ这就要求在医学

遗传学教学中ꎬ需要将伦理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中ꎬ强化培养医学本科生的伦理素养ꎮ 本文从课程大纲

建设、伦理问题的切入方式、课堂实践与成效等方面ꎬ系统地探讨聚焦伦理问题的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改革ꎮ 强化

培养医学本科生的伦理素养ꎬ是医学遗传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ꎬ更是全面育人的现实需要ꎮ 基于伦理问题的教

学改革ꎬ还能够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完善课程建设ꎬ全面推动医学遗传学的课程思政改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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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遗传学是一门活跃的生命科学ꎬ是连接基

础与临床的桥梁课程ꎮ ２０ 世纪人类遗传学和基因

组学研究已经深入到医学各个领域ꎬ随着人类基因

组神秘面纱的逐步揭开和测序技术的进步ꎬ这种影

响越发重要ꎬ医学遗传学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也日

益凸显[１￣２]ꎮ 例如ꎬ基因编辑婴儿事件ꎬ中国人遗传

资源偷运出境事件ꎮ 这就要求在医学遗传学教学

中ꎬ需要将伦理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中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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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养医学本科生的伦理素养ꎮ 伦理问题是遗传学

最凸显的思政元素ꎬ«医学遗传学»第 ７ 版理论教

材ꎬ已将遗传伦理作为单独的一节内容呈现给读者ꎬ
足以说明其不可或缺的学科地位[３]ꎮ

尽管已有部分教师在伦理问题等课程思政方面

做了尝试ꎬ但仍是基于问题本身的分析和探讨ꎬ或是

仅仅提出思政教育的教学理念ꎬ没有形成统一的、系
统的伦理素质培养方案用于教学实践[４￣６]ꎮ 由于学

科切入点不同ꎬ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

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

题和现象ꎬ比较宽泛ꎮ 而医学遗传学伦理部分则是

更加侧重于在基因诊断、治疗等过程中涉及的伦理

道德问题ꎬ更加具体化ꎮ 本校的医学生培养方案中ꎬ
两门学科没有安排在同一学期ꎬ这就容易将二者割

裂开来ꎮ 因而ꎬ科学、系统地探讨并实践聚焦伦理问

题的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ꎬ强化培养本科生的伦理

素养ꎬ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ꎬ是全面育人的现实需

要[７]ꎮ 真正实现“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ꎬ其他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ꎬ使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ꎬ形成协同效应” [８￣９]ꎮ 本

文将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ꎬ与同行分享加强医学遗

传学伦理素质培养的改革方案ꎬ以求共同进步ꎬ为医

学教育贡献绵薄之力ꎮ

１　 编制教学大纲

医学伦理学主要聚焦人的生命论、知情同意、隐
私保护、利益冲突等问题ꎬ基于上述问题ꎬ教研室通

过集体备课的方式ꎬ寻找涉及伦理问题的相关章节

内容ꎬ探讨伦理元素的素材来源和切入方式、时间分

配(表 １)ꎮ 例如ꎬ在绪论人类基因中提到人类基因

组计划ꎬ主要涉及的伦理问题包括ꎬ基因检测的知情

同意、个体 ＤＮＡ 序列的隐私保护与利益冲突、过度

解读 ＤＮＡ 序列多态性对个体的危害性ꎻ再比如ꎬ染
色体遗传病中的唐氏综合征ꎬ如何给孕妇解释唐氏

三联筛查的低风险、高风险结果? 若经羊水穿刺染

色体核型分析确诊为唐氏患儿ꎬ是否应该引产? 不

同国家对此态度的分歧ꎬ原因以及合理性ꎮ 在遗传

病的诊断、治疗与遗传咨询中ꎬ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最

多ꎬ包括基因治疗的“度”如何把握? 优生与尊重生

命的伦理争议、生命自主权从何时计算? 无症状儿

童的遗传检测的利害关系ꎮ 产前遗传检测的度? 可

否进行性别鉴别? 家族史阳性的个人隐私权、发出

预告的职责和许可、医患沟通与信任ꎮ 辅助生殖技

术实施过程中ꎬ如何界定配子和胚胎的道德地位?
家庭人伦关系的确定、自然法则可否违背ꎮ 在总论

部分ꎬ主要是抛砖引玉地提出几个典型的伦理问题ꎬ
初步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ꎬ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快速发展的今天ꎬ教育者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有医学

专业问题、还要更多的考虑社会心理、伦理道德问

题ꎮ 在各论部分ꎬ每章节提出具体的伦理问题或者

伦理争议ꎬ启发同学思考引发这些伦理问题的根源

是什么?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ꎬ应该如何应对ꎮ 最后

的临床遗传学部分ꎬ笔者抛出更多、更深层次、综合

性更强的伦理思考ꎬ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医学伦理学

的时候ꎬ目的性更加明确ꎬ在临床实践活动中可以游

刃有余地处理好医患矛盾ꎮ

２　 实践策略和手段

在全员育人理念的指导下ꎬ不断搜集伦理素

材ꎬ完善教学大纲ꎮ 融合多元化、混合式教学模

式ꎬ确保课程思政的组织和实施ꎬ最终实现医学遗

传学专业课的育人导向目标ꎮ 具体包括如下几个

环节ꎬ前期准备:不断搜集伦理素材ꎬ通过集体备

课ꎬ确定教学大纲及思政目标ꎻ课堂教学:相关章

节穿插伦理问题ꎬ也可结合近期的新闻报道、事件

分析其中的伦理元素ꎬ争议较大的伦理问题也可

以作为课后思考题、利用对分易平台进行小组讨

论ꎻ学术讲座:开设相关专题讲座ꎬ邀请伦理学专

业专家或思政教师开讲ꎻ科普宣传:利用疾病纪念

日和学校实验室开放日活动ꎬ开展遗传病公益宣

传ꎻ社会实践:利用医院遗传咨询室见习、假期组

织去社区医院、福利院接触遗传病患者的机会ꎬ切
身体会如何给予人文关怀、体验如何与患者沟通ꎬ
哪些能做ꎬ不能做ꎬ如何做ꎮ 案例教学:编写案例ꎬ
设计伦理问题ꎬ分组讨论ꎬ主要用于卓越医师等小

班教学ꎻ特色活动:争议较大的伦理问题可以组织

辩论赛、短剧角色扮演ꎬ也是主要用于卓越医师等

小班教学ꎮ 课时分配上ꎬ伦理问题课堂讲授不能超

过总课时的 １０％ꎬ平均到每次 ９０ ｍｉｎ 的理论课ꎬ最
多 ５~１０ ｍｉｎꎬ否则容易本末倒置(表 １)ꎮ 伦理元素

的切入方式尽可能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课堂效果ꎬ要
将思政课和专业课无缝衔接ꎬ避免割裂开来ꎮ

６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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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医学遗传学伦理素质培养方案汇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章节题目 切入点 伦理问题 切入方式 时间分配 / ｍｉｎ

人类基因 人类基因组计划 基因检测知情同意、个体 ＤＮＡ 序列的隐私保护与利

益冲突、如何避免基因歧视与种族歧视、过度解读对

个体的危害性ꎬ如何权衡利弊?

课堂引导式讨论 １０

人类基因 人类基因组计划 克雷特文特尔的“人造生命”辛西娅为何被禁止? 课堂启发ꎬ课后小组讨论 课后时间

人类基因 亲子鉴定 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养父养母、利益冲突 课堂启发ꎬ课后小组讨论 课后时间

单基因遗传病 苯丙酮尿症 携带者知情同意权、特制食品造价昂贵ꎬ市场监管混

乱问题、罕见病的人文关怀

穿插于案例教学及角色扮

演(适用于小班教学)
５

染色体遗传病 唐氏综合征 如何给孕妇解释三联筛查的风险结果? 课堂引导式讨论、科普宣传 ５

染色体遗传病 唐氏综合征 若确诊为唐氏患儿ꎬ是否应该引产? 不同国家对此态

度的分歧及原因

课后小组查阅资料、课堂小

组辩论赛

４５

线粒体遗传病 治疗 “三亲婴儿”涉及的伦理争议 结合新闻报道ꎬ课堂引导式

讨论

１０

遗传病的诊断 基因检测 基因技术的滥用、错用ꎬ制定相关法律 课堂启发ꎬ课后小组讨论 课外时间

遗传病的诊断 产前诊断 诊断后优生决策如何做出? 可否进行性别鉴别? 课堂启发ꎬ课后小组讨论 课外时间

遗传病的治疗 基因治疗、辅助生殖

技术

配子和胚胎的道德地位、家庭人伦关系的确定、自然

法则可否违背、错用和滥用的危害性

专题讲座 课外时间

遗传咨询 优生优育 优生与尊重生命的伦理争议、生命自主权从何时计

算? 受精卵还是出生后? 保胎的争议

专题讲座 课外时间

遗传咨询 基本原则 知情同意与隐私保护、医患沟通与信任 社会实践(见习、实习) 课外时间

合计 理论课总时间:２４ 学时×４５ ｍｉｎ / 学时＝ １ ０８０ ｍｉｎꎻ伦理问题占用课堂总时间:７５ ｍｉｎꎻ占用比例:６ ９％

３　 教学效果评价

伦理素质的培养和提升主要体现在伦理意

识ꎬ伦理关系判断和伦理行为实践三个方面ꎮ 即

医学生在专业课学习、研究和临床实践中ꎬ首先ꎬ
应该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要有伦理认识ꎬ清楚相

关事件是否存在伦理问题ꎮ 其次ꎬ认识到存在哪

些伦理问题ꎬ是否违背伦理原则ꎬ自己的思考和看

法ꎬ最后ꎬ在临床实践中能够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

为ꎬ并具备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ꎮ 对于在校医学

生伦理素质提升与否ꎬ成效如何ꎬ目前还没有一个

成熟、完善的评价量表ꎬ尤其是对于是否能够规范

和约束自己在医疗实践中的行为ꎬ只能是当学生

步入社会后ꎬ通过医疗单位对其在医疗行为、道德

实践中的表现进行定性、定量评价ꎮ 因此ꎬ本次评

价指标仅仅是针对教学改革课堂成效ꎬ伦理意识

提升ꎬ伦理关系判断三方面ꎬ通过调查问卷的形

式ꎬ要求学生进行主观性评价(表 ２)ꎮ 本次调查

问卷涉及临床、全科、预防、卓越医师专业 ２４０ 人ꎮ

从调查结果看ꎬ学生对于本次教改活动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普遍认可ꎬ也极大地调动了课堂主动思

考和小组讨论的气氛ꎬ对于伦理问题切入的方式

和时间基本满意ꎮ 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助于提高

自己看待医疗事件中伦理问题的自主意识ꎬ遇到

相关事件后能够进行伦理问题的分析和判断ꎮ 此

外ꎬ由于伦理素质培养只是医学遗传学专业课程

教学中的一少部分ꎬ课时分配也非常有限ꎮ 因此ꎬ
医学生需要通过后期系统性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

后ꎬ并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才能真正的得到提升

和完善ꎮ

４　 结语

在传统的教学中ꎬ教育理念基本是用“三基”去
评量ꎬ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操作技能ꎮ 因此ꎬ
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重视的是专业知识的学习ꎬ
是考试的分数ꎮ 然而ꎬ医学生不仅要有足够的专业

知识和操作技能ꎬ还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标

准ꎬ有与他人沟通和相处的能力ꎬ还有许多社会、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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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教学效果评价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医学遗传学教学过程中ꎬ有无必要加强伦理素质培养? 有必要(９５)ꎻ可有可无(５)ꎻ没有必要(０)

对专业课课堂进行伦理问题的探讨是否感兴趣? 感兴趣(９６)ꎻ不感兴趣(４)ꎻ反感(０)

伦理问题在课堂中的切入方式及时间分配是否合理? 合理(９８)ꎻ不合理(２)

是否有助于提高自己的伦理意识? 很大(８４)ꎻ一般(１６)ꎻ无(０)

是否有助于提高伦理关系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很大(７３)ꎻ一般(２７)ꎻ无(０)

理、法律问题需要学生去探讨ꎬ这也是医学教育中不

容忽视的一部分ꎮ 将医学伦理学有机整合到医学遗

传学相关章节ꎬ凸显医学遗传学特有的伦理问题ꎬ如
基因改造的伦理争议、罕见病的人文关怀等ꎮ 结合

学科特色ꎬ从多个角度系统培养医学生的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价值取向和伦理素质ꎮ 以点带面、循序渐

进地完善课程建设ꎬ后期逐步从伦理问题扩展到科

研素养提升、辩证思维训练、人文教育融合ꎬ全面推

动医学遗传学的课程思政改革ꎬ实现全方位育人目

标ꎮ 经过一年两个轮次的课程实践ꎬ有意的、系统的

融入伦理元素ꎬ使得学生逐渐体会到当今的医学不

是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ꎬ而是医学￣社会￣心理模式ꎮ
同学们也逐渐端正了价值观、道德观和职业观ꎮ 只

有如此ꎬ将来走入工作岗位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环

境、处理好医患矛盾ꎬ实现岗位胜任力ꎮ 在实施过程

中ꎬ特别注意伦理元素切入的方式和时间ꎬ切不可喧

宾夺主、本末倒置ꎮ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ꎬ伦理标准

也会随之变化ꎬ不同文化也会影响伦理标准的制定ꎬ
实践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树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

观ꎬ切忌思维固化ꎮ 本轮教改中ꎬ对于伦理问题的案

例选择、呈现方式ꎬ基本是任课教师通过教研室集体

备课的形式讨论确定ꎬ今后应注意多与伦理学、思政

教师共同探讨ꎬ确保伦理问题的科学性和严谨性ꎮ
由于伦理素质主要体现为主观的道德准则培养ꎬ如
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量表ꎬ量化考核标准和改革

成效仍然是个难题ꎬ后期需要进一步扩大教改规模、
与学工部、思政教师以及学生就业单位管理部门ꎬ继
续探讨、研发伦理等思政元素教学成效的短期、长
期、定性、定量评价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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