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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项研究首

次提出了“中医医德八纲”，即“仁、和、谦、廉、精、

诚、慎、严”，并将其作为医德的总纲

[1]

。 基层中医

院面对最基层的社会群体， 医务人员的医德水平

直接影响着行业和政府的形象。 青年医务人员社

会阅历浅，职业经验欠缺，人生观 、价值观尚未定

型，还时常带有社会转型期的浮躁 、功利色彩 ，如

何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医患生态， 如何用传

统文化的力量让他们在塑型期开好头，起好步，尤

其是让中医医德在青年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中扮演重要角色， 笔者结合实践做了一些研究和

探讨。

1

中医医德八纲的内涵

医德的协调性特征决定它是医务人员的行为

规范，医德的进取性特征要求医务工作者要树立崇

高的医德理想

[2]

。 而中医医德八纲就是基层中医院

医务人员的医德理想。

1.1

仁 医乃仁术，是中医医德的核心。 仁是儒家

思想的核心

[3]

。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

人。 ”《墨子·经说》：“仁，仁爱也。 ”《孝经》：“天地之

性人为贵。 ”《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人命至重，贵

于千金。 ”均表达了对人的生命、价值、权利的尊重

和肯定

[4]

。 也就是要求在行医过程中要满怀善良、仁

爱之心。

摘 要 仁、和、谦、廉、精、诚、慎、严是中医医德八纲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是医德领域

的圭臬。 加强基层中医院青年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良好的职业素养、建

设和谐医患关系、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均有重要的意义。医德八纲的运用途径包括：培育医院文化，凸显医德八纲理念；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依托载体活动，增强实践机会；注重组织建设，建好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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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和 是指相安、 协调的意思。 《广雅》：“和，谐

也。 ”《论语》中有“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等

等。 其总的思想是说中和、和谐是事物存在、发展的

最佳状态。 也就是说，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

只有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下，才能生存和发展

[5]

。

也就是要求在工作中与病人、同事相处和谐，有包

容心。

1.3

谦 在《论语》中，谦具有谦逊、谦恭和谦让之

义

[6]

。 《周易·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也就是要

始终虚怀若谷，不能妄自尊大。

1.4

廉 “廉”谓清廉、廉洁之意。 据汉代刘熙的《释

名·释言语》：“廉，敛也，自检敛也。 ”梁顾野五在《玉

篇·广部》中则解释为：“廉，清也。 ”儒、道、墨、法等

诸家曾用“廉”代表值得称道的操守行为

[7]

。 也就是

要做到廉洁行医，不以权谋私。

1.5

精 《汉典》中的精，指专一、深入，也就是要业

务精湛，能为病人解决问题。

1.6

诚 论语中有多处提到“诚”，且大多强调内心

的真诚。 在孔子看来，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是一切力

量的源泉。 无论是为政、经商，还是对待亲人、对待

陌生人，都应该怀有一颗“诚”心，避免欺骗、形式主

义

[8]

。 也就是要诚信待患，不能欺上瞒下，不能依仗

信息不对称而欺瞒、误导患者。

1.7

慎 《汉典》中的慎，为小心、当心，也就是要保

持严谨、审慎的作风来对待病患。

1.8

严 《汉典》中的严，为不放松，认真，也就是要

严于律己，严格掌握工作标准，不可视若儿戏。

2

基层中医院青年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

2.1

少数青年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亟待提高

表现为对病患缺乏同情心，冷漠，责任心差；同道间

不能和谐相处，不够宽容；疏于钻研业务，粗枝大

叶，急功近利，得过且过，对自身要求不严。 虽是少

数，但也影响着医院的整体形象。

2.2

医德教育的氛围不够浓郁 有的把医德教育

搞成运动式；有的浮于表面，只为应付，导致医务人

员遇到问题和矛盾缺乏自省意识；部分管理者重业

务，轻医德教育；还有一些青年医务人员的家长见

不得孩子辛苦，起不到教育协同作用。

2.3

医学教育扩招带来的生源素质参差不齐 医

学教育本应是精英教育，但近年来医学院校的扩招

也现实地稀释了整个生源的素质。 一些新毕业生业

务储备薄弱，自我认知、敏捷性和悟性差，上手慢，

给临床增加隐患，最终面临被分流的境地。

2.4

独生子女的时代烙印鲜明 表现为以自我为

中心，团队协作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刻苦钻研干劲

不够，换位思考意识、心理承受能力、自律意识差，

遇事不够冷静，沟通能力差，易激化矛盾。

3

中医医德八纲在青年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中

的运用理由

中医院的医院文化应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对青

年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也应借助国学经典来

润物无声。 而中医医德八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

宝典，应该植根于青年医务人员心中。

3.1

培育青年医务人员良好职业素养的需要 良

好的医德医风是医务人员的灵魂，过硬的医术是医

院生机之所在，是患者信任的基础。 中医院的医务

人员除了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之精髓外，更要吸收现

代医学的精华，做到兼收并蓄。 要以开放、包容的心

态，海纳百川的胸怀，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要以强

烈的时代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不断鞭策自己，在仁

爱关怀、和谐相处、谦虚敬畏、廉洁清正、精于学术、

诚以待人、慎言敏行、严于律己诸方面不断努力。 只

有练就过硬的医德、医技，方能顺应新常态下的医

疗行业。

3.2

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人们的利益观念和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尤其不

能容忍对患者责任心不强、 态度冷漠方面的问题。

在医患互信度下降、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今，基层中

医院的青年医务人员尤其要以中医医德八纲来要

求自己，唯有做得更好，才能取得信任，才能让风险

擦肩而过，让医患关系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最终

回归到医治疾病上来。

3.3

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中医院在未来

的医疗保健服务市场中理应扮演重要角色， 更应

从现在开始作好战略储备， 既要把当前的临床业

务抓实、抓好，更要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在养

老、康复、治未病、健康管理等领域占得先机，充分

储备好人才、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未雨绸缪，迎

接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井喷时代的到来。 同时，更要

顺应医改形势， 牢固确立所在局部地域中医龙头

地位，并帮助镇、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发展中医 ，

让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惠及更多的患者。 另外，

还要严控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提升医疗质量

内涵。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

良、社会信任的医务工作者队伍。 因此，谨遵中医

医德八纲来加强自身建设， 是中医院青年医务人

员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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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医医德八纲在青年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中

的运用途径

4.1

培育医院文化，凸显医德八纲理念 在医院文

化建设中，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强化、凸显中医医德

八纲。 如，将医德八纲纳入医院核心价值体系，编

入院歌、院训，编入电脑开机页面，印刷在各类恰

当的物化载体上等等，做到有机植入 ，反复强化，

在耳濡目染中内化为青年医务人员的道德情操 。

每年开展以医德八纲为标准的医德先进人物评选

和学习宣扬活动， 从典型人物身上汲取营养和力

量。

4.2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 院部应根据新

形势、新问题不断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和

约束医务人员的行为，奖惩措施齐全。 将中医医德

八纲融入医德考评制度，相关标准进行细化、量化，

根据相应分数设置不合格、合格、良好、优秀等四个

等级，以准则来指引青年医务人员自觉践行。 另外，

要充分发挥先进人物、骨干力量和先锋队的带动作

用，对青年人进行传、帮、带，如开展党员结对青年

医务人员“

1+X

”帮带活动，做到业务、精神两个层面

同传授。

4.3

依托载体活动，增强实践机会 医德八纲内涵

丰富，除了强化视觉、听觉熏陶外，更多地要通过一

些载体活动， 让青年医务人员在实践中加以体会、

感受和提升。 如，以科室、全院为单位开展案例分析

会，就本科（院）发生，或者是同行身上发生的一些

典型服务投诉、质量差错、医疗纠纷，甚至是新闻事

件进行深入剖析，引以为鉴。 邀请经验丰富、德高望

重的老专家、老主任来分享工作心得，丰富青年医

务人员的成长阅历。 组织新员工就医体验活动，从

第三方去发现问题，培养他们的换位思考意识。 组

织青年医务人员投身结对帮扶、 扶贫支医等活动，

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意志。 开展医德八纲系列竞

赛活动，如：《医者仁心》情景剧表演、“和谐医患的

感人故事”征集活动、“谦谦君子”摄影比赛、“廉洁

行医之我见”演讲比赛、“精益求精”业务技能大比

拼、“诚信服务我先行”百日竞赛活动、“道德修养在

五慎”主题征文比赛、“严以修身、实在干事”大讨论

活动等等。

4.4

注重组织建设，建好交流平台 青年医务人员

身处多个组织体系中，因此，除了所在科室要承担

主要管理角色外，党、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也要高

度重视青年医务人员的成长， 实施全方位的浸染、

渗透。 在教育方式上，要适应当代青年人的特点，如

针对热衷于微时代的特征，可组织他们开展践行中

医医德八纲微电影比赛活动；挑选骨干力量建立微

信群，分享好的励志文章、发生在身边的动人故事、

服务病人的花絮照片、病人的感谢信等，弘扬正能

量，增强归属感和自豪感。 在各个科室建立矩阵型

微博群，鼓励更多的医务人员用手机抓拍精彩的瞬

间，记录心灵的升华，不断向社会传递这支优秀团

队的正气和力量。 在院内网设置点赞墙，分享医院

里每天发生的感动人物、感动事迹，对受点赞人气

较高的科室、个人进行奖励，并评选年度感动医院

人物，等等。

在基层中医院，以中医医德八纲来加强对青年

医务人员的医德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它有着深

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

恒，更需要医务人员身体力行，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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