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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the importance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lthough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skills in hepatobiliary surgery is at the core of 
medical educati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f patients are often also influenced by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ca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medical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the teaching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analyzes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educa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 strategies. By integrating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into the teaching system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quality.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path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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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肝胆外科的教学过程中，医学人文教育与沟通技巧训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尽管肝胆外科的专业技能训练是医学教育的
核心，但患者的身心健康和治疗效果往往也受医患沟通和情感关怀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在肝胆外科教
学中的应用与实践，分析了当前医学生在临床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训练不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策略。通过将医学人文教育与沟通技巧训练有机融入肝胆外科教学体系，不仅能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有效改善医
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并最终促进医疗质量的提升。文章基于现有文献及实践经验，结合肝胆外科教学特点，提出了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与沟通技巧训练的具体路径，旨在为未来医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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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肝胆外科作为临床医学中技术含量较高、治疗难度较

大的领域，长期以来，专业技能的培养一直是医学教育的核

心内容。然而，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患者需求的多样

化，现代医学教育逐渐认识到，医生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和人文关怀

意识。医学人文教育，特别是在肝胆外科教学中的应用，已

经成为培养医学生全方位素质的重要一环。

医学人文教育强调医生在实践过程中应具有的道德观、

伦理观以及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它不仅包括医学伦理学的知

识，还包括情感沟通、患者心理疏导、团队合作等多方面的

内容。肝胆外科医生面临的特殊患者群体和复杂的治疗手段

使得良好的沟通技巧和人文关怀变得尤为重要。例如，肝胆

外科患者常常需要经历手术、放疗或化疗等治疗方式，这些

治疗过程不仅给患者带来生理上的痛苦，还可能产生心理上

的负担。因此，在肝胆外科教学中，医学生除了学习如何处

理复杂的临床症状和疾病外，还应具备如何与患者及其家属

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目前，肝胆外科教学中关于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的训

练尚未完全融入标准的教学大纲和课程体系中。尽管医学教

育已有一定的进展，医学生在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方面的培

养仍然存在不足。因此，如何将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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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肝胆外科的教学中，提高医学生的全面素质，已成为当

前医学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旨在探讨医学人文与沟通技巧在肝胆外科教学中

的应用，通过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具体来说，文章将从医学人文教育与沟通技巧的内涵出发，

探讨其在肝胆外科教学中的必要性，分析教学中存在的不

足，并提出加强医学人文教育与沟通技巧训练的具体措施，

以促进肝胆外科教育的全面发展。

2 医学人文与沟通技巧的内涵与重要性

2.1 医学人文教育的内涵
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是通过培养医学职业精神、职业

伦理、患者关怀等方面的素质，使医务人员能够以更加人性

化的方式对待患者。医学人文教育不单纯是医学知识的教

育，更是情感、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培养。具体而言，医学人

文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它们共同

构建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确保医患沟通的顺畅与

有效。

医学人文教育不仅仅关注临床治疗的技术，还涉及医

生如何与患者、家属以及同事进行有效沟通，如何在治疗过

程中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如何处理医疗中的伦理问

题。尤其在肝胆外科这一领域，患者面临的疾病种类和治疗

方式非常复杂，治疗过程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的双重影

响尤为显著。此时，医学人文教育的作用愈发重要，它帮助

医务人员更好地理解患者需求、解决医患矛盾、减少患者焦

虑，并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依赖与信任。

2.2 沟通技巧的内涵
沟通技巧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包括医生与患者、医生与

家属、医生与医疗团队之间的沟通。医学沟通的目标是确保

信息的准确传递，并确保患者能够理解治疗方案、风险和

可能的预后。良好的沟通技巧有助于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关

系，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医疗纠纷。

在肝胆外科教学中，沟通技巧的培养尤为重要。许多

肝胆外科患者面临重大的手术治疗或长期治疗计划，患者往

往伴随有严重的心理负担。因此，医生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

技巧，能够耐心地解释治疗方案、解决患者的疑虑，并帮助

患者应对手术和治疗带来的不安与恐惧。

2.3 医学人文与沟通技巧的关系
医学人文教育与沟通技巧是相辅相成的。医学人文教

育强调医生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和伦理，注重人文关怀，而

沟通技巧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实际工具。良好的沟通技巧有

助于医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情感需求，而医学人文教育则为

沟通技巧提供了价值基础和道德指引。二者的结合能够帮助

肝胆外科医生在处理复杂病情时更加细致和关怀患者，从而

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满意度。

3 肝胆外科教学中医学人文与沟通技巧的现
状分析

3.1 现有肝胆外科教学中医学人文教育的不足
在目前的肝胆外科教学中，医学人文教育的内容相对

较少，更多侧重于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传授。虽然一些医学课

程涉及伦理学、心理学等内容，但它们往往局限于理论学习，

缺乏实践和应用环节。此外，医学人文教育往往没有系统地

融入肝胆外科专业课程和临床教学中，导致医学生对患者的

心理和情感关注不足，忽视了沟通的技巧与方法。

3.2 沟通技巧训练的不足
在肝胆外科的临床教学中，尽管医学生有机会与患者

进行接触，但沟通技巧的训练往往忽视了对患者心理的深入

了解。学生通常仅在理论课上学到一些基础的沟通技巧，而

在实际临床环境中，由于缺乏实际操作和指导，沟通技巧的

应用不够到位。尤其是当面对情绪波动较大的患者时，学生

往往不知如何应对，缺乏足够的信心和技巧。在肝胆外科治

疗过程中，患者面临着复杂的诊断、治疗方案选择和手术等

高风险决策，这些都可能导致患者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

若医学生缺乏应对患者情感波动的能力，不仅会影响医患沟

通的效果，还可能影响患者对治疗的配合度和治疗效果。因

此，加强沟通技巧训练，不仅要教授基本的言语表达技巧，

还要注重如何有效应对患者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帮助学生建

立自信和专业的沟通能力。

3.3 缺乏系统化的教学方法
目前，医学人文教育与沟通技巧的训练并没有形成一

套完整、系统化的教学方法。尽管部分学校和医院已经开始

意识到问题并尝试进行改进，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多样性和

一致性仍然存在不足。缺乏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标准化的训练

体系，使得每个学生在接受医学人文教育和沟通技巧训练

时，往往存在差异，无法全面提升其人文素质和沟通能力。

虽然有些医院在临床教学中加入了心理学、医学伦理等课

程，但这些课程的安排和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学生在不同院

校、不同科室的学习经历差异较大。此外，现有的教学方法

仍然过于依赖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缺乏实践性和互动性。

4 肝胆外科教学中医学人文与沟通技巧训练
的创新路径

4.1 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医学人文教育和沟通技巧的训练应更加注重患者的需

求，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肝胆外科教学中，可

以通过案例分析、模拟训练等方法，帮助医学生更好地理解

患者的情感需求，学会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医学生通过模

拟情境、角色扮演等互动方式能够体验到不同患者的需求与

情感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治疗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困难。通过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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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提高沟通技巧，还能够更好地从患者的角度思考问

题，增强其同理心和人文关怀的意识。

此外，通过小组讨论和多方参与的方式，学生可以在

模拟训练中交流经验，进行相互学习。模拟患者在一些特定

场景中的反应，如面对手术风险、治疗方案选择等问题时的

焦虑和恐惧，将帮助学生提高其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医患关系

的能力。这种互动性和情感交流的方式，不仅能够加深医学

生对医学人文的理解，还能够让其更好地掌握与患者的有效

沟通技巧，特别是在涉及肝胆外科领域中的复杂病例和高风

险治疗中，培养其处理困难医患沟通情境的能力。

4.2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策略
肝胆外科的教学应加强实践环节，将医学人文和沟通

技巧的学习与实际临床操作结合起来。在临床教学中，通过

病房轮转、临床实习和与患者的互动，学生能够在真实环境

中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其沟通技巧和人文素养。在病

房实习期间，学生不仅需要与患者进行基本的治疗沟通，还

要学会如何处理患者的情感需求，尤其是面对肝胆外科领域

的严重疾病和复杂的治疗方案时，学生必须具备高度的沟通

技巧和心理疏导能力。

此外，医学人文教育也应与临床伦理的教学相结合。

例如，在面对肝胆外科的术前告知、风险告知以及术后预后

讨论时，医学生不仅要准确传达医学信息，还要敏感地把握

患者的心理反应，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通过教师的

引导和定期的反馈，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自己的沟通

技巧。结合具体病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医学伦理和道德规范，特别是在肝胆外科中，如何平衡

医疗决定和患者自主选择之间的伦理问题，培养学生做出合

乎伦理的医学决策的能力。

4.3 加强教师培训与多学科协作
肝胆外科教学中，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的训练不仅仅

是医学生的责任，教师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因此，教师需要

进行专业培训，掌握更好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以确保他们能

够有效地将医学人文教育和沟通技巧传授给学生。为了提升

教学质量，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医学知识，还要加强

自己在医学人文和沟通领域的素养。通过定期的教师培训，

特别是在沟通技巧、心理学及伦理学方面的培训，可以帮助

教师提升与学生互动的能力，使其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有

效的沟通实践。

同时，多学科的协作可以推动医学人文教育的深入开

展。例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可以与肝

胆外科的教师共同设计课程，增加跨学科的合作，以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多学科的协作，医学生能够获得更全面

的知识，理解患者的心理、情感和社会背景，为其未来的临

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的训练对于肝胆外科教学至关重

要。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的训练

需要不断加强，尤其是在肝胆外科这一复杂领域中。通过构

建以患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创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并加强教师培训和多学科协作，能够有效提升医学生

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特别是在肝胆外科这样涉及重大手

术、长期治疗和复杂疾病的医学领域，医学生的沟通技巧与

人文素养的提升将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整体满意度。

未来，肝胆外科教学将更加注重医学人文与沟通技巧

的结合，培养既有扎实专业技能，又具备良好人文关怀的高

素质医生。通过加强医学人文和沟通技巧的教育，医学生能

够在临床工作中更好地为患者提供综合性、个性化的医疗服

务，推动医学教育的全面进步。这一改革方向不仅符合现代

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也为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提高医疗

质量和效率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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