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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

在我从事教育中医药行业的这十几年
里，我深切地体会到，学生也许是最容易迷
茫的群体之一，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学校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学生的分数和能力培
养上，学生们似乎也认为这才是他们努力的
方向。我们培养了很多成绩优异的孩子，想
要他们成为普救含灵之苦的良医，但当看到
部分学生在面对患者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却
是对生命的漠然、轻视和随意，此刻我意识
到，正确的教育不仅仅是老师倾囊相授专业
知识，更要注重培养学生根植于内心的中医
情怀。

什么是情怀？情怀，对人生走向有着重
要指导作用。一个有情怀的人才会有信仰，
才能够不断坚定信念。中医情怀，对成为

“良医”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良医”首先要
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医生，而“良师”则是在不
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职业涵养、人格培
养的同时，还要自觉担负起立德树人这一核
心使命，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追求，培
养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中医是一种文化，中医也是一种传承，
一个人具有什么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
和行动，在中医的传承上不仅需要中医知识
和经验的传承，更要将中医两千多年的文化
观念传承下去，还要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着力培养学生们中医人的情怀。

道德情怀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目的。
强大的民族，更要格外重视教育。因为教育
不仅是学习知识，还是修心的过程、培养情
怀的过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
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
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的总体要求，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的
新要求，全面系统、创造性地落到实处。立
德树人，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
向，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促
使学生将其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行动自
觉。在教育上，只有真正地摒弃浮躁，才能
帮助个人正确地去认知自己，我们才能创造
祖国的未来。

中国文明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以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准则，从而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传统。“欲成才，先成
人”，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论述相关
医德的两个重要点：一是精，要求医者要有
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
习医之人还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二是
诚，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感同
身受的心“普救含灵之苦”。“大医精诚”，精
于专业，诚于品德，这些德艺双馨的大师，影
响一辈又一辈的中医人，才使得中医灿烂文
化得以传承。作为教师，在教育学生的时
候，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将中医的情怀
传授给学生，将中医的文化观传授给学生，
一要明学理，做到继承创新，教书育人，明辨
操守；二要明医理，做到德技双馨，救死扶
伤，明辨笃行；三明情理，做到情暖百姓，和
谐医患，明辨是非；四明真理，做到弘扬中
医，惠及民生，明辨真伪，给予学生更多思想
和行动上的影响，为其以后成为一名良医给
予正确的指导。

正确的指导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
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
在课堂上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老师更要培
养学生对于生命的感知力，形成中医人独有

的人文情怀。要坚持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
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把握学生思想
特点和发展需求，在扎实中医理论的基础
上，将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提高教
育科学化精细化的水平，要知道学生要什
么，知道自己有什么，做到知己知彼，完善自
身的同时，还要结合当代学生的时代环境，
找到正确的方法，用最好的方式对学生进行
指引。其次要坚持改革创新，推进理念思
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增强工作时代
感和实效性。创新才能更好地传承，创新是
中医的生命力，也是加强大学生中医药文化
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一名教师，必须
注重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培养和
巩固中医学思维方式，让中医文化基因在身
上扎根，彻底进入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才
能教育出具有中医情怀、中医文化、中医自
信的学生来。

为师者要把对祖国医学的执着热爱，转
化为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和态度，在教育上
除了知识的倾囊相授，更要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要有光大弘扬中医药文化自信
与决心，能勇于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让学生在成为一名医生的道
路上明医理、有情怀，医德医术双优，用其仁
心仁术、济世苍生之信念解除疾患、造福人
类健康。

（朱思宇）

培养学生，首重中医情怀

日前，陕西中医药大学举办“青年学
子学习青年习近平”为主题的朗读者活
动。校党委副书记于远望、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张雪玲、校团委副书记杨帆等
到场出席，校团委全体工作人员、各院系
团总支书记、辅导员以及青年学生代表
共300余人参加了主题活动。

本次朗读者活动以学校团委前期主
办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主题读书
征文活动为依托，在全校近300篇入围作
品中选取5篇优秀作品，由获奖学生现场
朗读并与主持人进行交流互动。在活动
现场，临床 1702班的学生蒲思颖朗读了
她的作品《艰苦岁月里的华丽蜕变》，临
床 1702班訾浩毅朗读了《在黄土地上践
行梦想》，临床 1704班齐可朗读了《在困
境中实现自我升华》，影像1701常歆悦朗
读了《用青春谱写奋斗之歌》，中西医
1703 班呼俊涛朗读了《青春 读书 致
敬》。“朗读者”们无不饱含深情，他们
以自身阅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
真切感悟，深切表达了青年学子对青年
习近平发自肺腑的崇敬之情，积极反思
自己作为医学生所应肩负的使命担当，
真正认识到在困境中不忘初心、艰苦奋
斗、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的重要性。张雪
玲对5位阅读者进行了精彩点评，带领师
生重温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精
神内涵，分享了她的读书心得。

于远望在活动现场做了总结讲话。
他说，《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一本
激励青年人成长成才的励志书，也是一

本指导青年成长成才的教科书，更是一
本示范青年人做人做事的榜样书。习近
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7年知青经历，不仅
仅是体力上的劳动磨炼，更是在精神上
的人格升华，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的历史起点，为今天习总书记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广大学子要珍惜韶华，认
真读专业书，广泛读人文书，深刻读社会
实践书，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在青年学
生中掀起读书的热潮，养成好读书的习
惯。他要求广大学生一要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
二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练就过硬本
领，更好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三要努力上进，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有作为的青年，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生
力军、主力军。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习近平的七年
知青岁月》主题征文活动颁奖仪式，45名
获奖学生领取了获奖证书及奖品书籍。

陕西中医药大学举办

“青年学子学习青年习近平”朗读者活动
通讯员 廖 垚 高 记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
成立“天使之翼”医学生志愿者团，鼓励广州
中医药大学一、二年级医学生以志愿者身份
走进医院肿瘤科、血液科等科室病房开展志
愿服务，包括陪护聊天、心理疏导等，同时要
求医学生将观察、体会等写成志愿者日记，
提示医学生在完成日记时，注重体验和感
受，截至目前，医学生志愿者共完成日记
9000 多篇，有效地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和人文关怀能力。下文选自广州中医药大
学学生张瑜津的叙事医学日记，与读者分
享。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晴

今天是我第一次作为医学生志愿者进
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四
区的日子，也是我初识何叔叔的日子。那天
清晨从大学城校区赶早班车过来后，我怀着
略微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跟于医生查房。当
时在 20号病床的何叔叔看到我们，便一脸
欣喜地向我们打招呼。

查房结束后，我与其他志愿者伙伴一
起找何叔叔聊天。交谈中我们得知，何叔
叔是一名退伍军人，夫妻俩都有各自的生
意，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在何叔叔
刚被诊断出肺癌中晚期的那段时间里，这
对夫妇顿时陷入了凄惶绝望的心境。后来
他的妻子率先振作起来，开导、鼓励何叔叔
用直面问题、力求解决问题的态度应对癌
症。在妻子的坚定支持下，何叔叔积极寻
求治疗。经介绍来到这里后，得到了林医
生等医护人员专业又温情的帮助。经过治
疗，何叔叔右髋的肿瘤缩小了，相关指标也
有所改善，不再需要吗啡止痛，何叔叔由此
心态更加积极、信念更加坚定。除了配合
治疗外，何叔叔还自主查阅文献、追根溯源
地了解从最早的到如今最前沿的癌症相关
研究，俨然成了一位“专家”。看到情绪不
稳定的病友，何叔叔还会热心地帮他们分
析治疗方案，让他们坚定对医生对自己的
信心。他灿烂的笑容、豪爽的话语，为肿瘤

病房照进了一道最明媚的阳光。

2017年4月23日星期日，多云

上次见面两天后，何叔叔出院回到老
家。我因上课没法赶去医院，只好在微信上
与他道别，他鼓励我在学医的道路上勇敢坚
持，因为有很多人正跟他一样需要我们不断
探索出更好的治疗方法。他真诚的鼓励以
及他自身的钻研精神、直面问题的勇气，给
了我很大的学习动力，也让我爱上了医务志
愿者工作。

然而，生命里的无常难以想象。就在
成为志愿者的第二个周末，期待着再次为
患者服务的我，突然接到了家里的消息，待
我如生母的大姨突发脑溢血而危在旦夕。
我经历了 20年来最大的惶恐慌乱，连夜赶
回老家。在八九个小时的车程里，我的脑
海不断回响着何叔叔讲述自己故事时说
的：“我不认为自己很可悲，真正可怕与遗
憾的是那种突如其来的逝去，没有任何挽
留的余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我此刻才
真切理解。

我一边悲痛一边祈求奇迹。一天夜里
接近零点时，何叔叔找我聊天。他说他这两
天偷偷哭了，一是因为自己的企业现在因为
患病要关掉，更重要的是想到可能很快就会
离开自己最爱的妻子和孩子，毕竟自己所有
的奋斗都是为了他们。尽管当时我内心正
备受煎熬，但肿瘤病房医护人员浸润在每一
个细节里的大爱提醒着我的责任。于是，我
忍住悲伤，耐心地安慰、鼓励他，并用已经取
得的治疗效果坚定他的信心，直到他又充满
斗志且安心去睡觉。再刚强的战士也会有
失落的时候，及时给予患者坚持的力量也是
治疗的重要部分。

今天，何叔叔的情绪又有波动，因为有
一位亲戚以各种“现实”的理由来劝他放弃
治疗，给他造成很大打击。而刚刚经历了那
份留住亲人的渴望和有心无力的至深无奈
的我，前所未有地清楚何叔叔的坚持对于他
自己、对于真正爱他的人来说是何等重要。

经过交谈，何叔叔内心对生活、生命的热爱
和珍惜终于再次占了上风，他说他一定要珍
惜宝贵的希望，一直守护他最爱的妻儿。

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晴

今天，何叔叔再次来广州开药，他真诚
地说想再见见我，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一下课就飞奔公交站前往医院，尽管那天
我有很多事情亟待处理，然而，我多么希望
这样的奔赴可以多一些！何叔叔视力极
好，远远地就望见我，兴奋地招手。何叔叔
的气色精神比上次见面好了不少，他骄傲
地说他现在可以一天吃 6 顿饭、感觉正在
用的靶向药物很有效，因为身体的状态越
来越好。

我们聊了很多，他讲自己游玩的地方、
跟朋友们的聚餐、儿子们的成长等，笑声爽

朗，神采飞扬。他的妻子看到他这段时间变
得如此开朗活跃，也是喜笑颜开。他们夫妇
俩相互调侃吐槽，而无限爱意又从彼此的眼
神中绵绵流淌出来，癌症带来的阴霾一点点
被爱与信念驱散……看着面前的他们，我仿
佛看到了人间至美的风景。

分别时，我将常伴枕边的一本书《你心
柔软却有力量》送给了何叔叔。在书的扉
页，有我郑重而虔诚地写下的话：“您坚持
着，所以我们孜孜以求不曾懈怠；我们努力
着，所以请您一直坚定向阳。”这是我对何
叔叔的恳切希望，也是我对作为医学生的
自己的提醒和劝勉，同时，我想，这也应该
是所有医务工作者对生命共同的爱与承诺
吧。

真的很开心自己奔赴了一场如此美好
的会面，也希望书中温暖美好的文字能陪他
欣赏生命中的舒云皎月，伴他穿越岁月里的
凌风厉雨，一路向阳。

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晴

前几天看到何叔叔在朋友圈说他每晚
睡前都会看看那本书然后安然入梦，我心里
顿生出别样的欣喜与感动。许是美丽的文
字激发了他的兴致和灵感，本就喜好摄影的
他现在每每出游，都会将他镜头中灵秀的山
水、鲜活的生命配上自己随性挥洒的诗与我
分享。看着这位退伍军人至情至性的字字
句句，不禁感慨，原来当心灵自由、真正享受
生命时，每个人都可以活成一首放达的诗。

记得初见何叔叔时，他就说过周游山水
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但生意的繁忙、为家
庭的操劳使他一直搁置了自己理想中的生
活。直到查出患病后，他的妻子深情坚定地
对他说：“趁现在把你最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吧，曾经你全都为老人孩子考虑了，现在我
要尽可能把最好的都给你享受。”显然，他们
已在无形中将这趟遭遇转化为回归内心、转
变自己生活方式和重心的契机。而今，何叔
叔做着令自己快乐的事情，他们夫妇更加专
注与珍惜彼此的情感，一起满怀感恩地注视
可爱的双胞胎儿子的成长……

很荣幸自己在学医伊始就有机会亲眼
见证一位患者、一个家庭由绝望彷徨慢慢转
回生活正轨，而且增添了珍惜与美好，见证一
颗心灵走向快乐自由的蜕变。我也由此思
考，我们应该跳出谈癌色变的惯性思维，换一
个角度看待癌症。癌症与其他疾病一样，都
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将目光放回自
身，推动我们思考如何善待自己的身心。如
果我们能及时懂得怎样去和自己的身体相
处、怎样照顾它，那么身体就会自然而然地恢
复。因此我们所有人对待癌症不应是恐惧、
对抗、憎恨，而应通过其进行反思、改变，从而
找寻到真正的身心自由之路。在此过程中，
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引导、鼓励尤为重要，而患
者的信任接纳、和转变对医者也是莫大的鼓
舞。让医患携手，共同呵护生命的鲜活美好，
以人文关怀为伞，护送生命走向健康的晴
空。（肖建喜 张瑜津 李 平 余 玲）

“我们努力着，请您一直坚定向阳”
——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叙事医学日记

编者按：“叙事医学”发起人丽塔·卡伦(Rita Charon)称“叙事医学在于建构临床医生的叙事能力，它是一种吸

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文困境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

神、亲和力和自我行为的反思能力，其核心是共情和反思”。基于叙事医学视角的医学人文教育是近年来国内外

医学人文教育领域内的热点。

张瑜津（中）与何叔叔及其妻子（右前1、右前2）的第一次见面。

学子学子 采采风风

教学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