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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学生誓言的第一句，即作为医生，应秉承 “大
医精诚之心”，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人类
健康之完美。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医学人才，为人类的健康事
业做出了贡献，但当今医学科学发展的模式由单一的 “生物模式”转变为 “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多个人文学科的角度来参与医学
的预防、保健、治疗、护理与康复，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 “五星级医生”
（ｆｉｖｅ－ｓｔａｒ　ｄｏｃｔｏｒ）的概念，即现代的医生应该是卫生保健提供者、医疗决策者、
健康的教育者、社区领导者及服务管理者，以满足当今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医
学专业课程中有许多蕴涵着人文精神的内容，在讲授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进行
人文教育，既能使枯燥的医学专业知识鲜活起来，又能够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
神，帮助他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健康的人格。把人文
教育与医学教育相结合是高等医学院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医学教育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的要求。

我们在人体解剖学课程中开展了 “大爱无疆，无语良师”的医学人文教育，
让医学生懂得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守护生命的人文关怀精神，培养他们努力学
习和感恩社会的自发情感，帮助他们树立 “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的道德观，
使培养出来的医学生具有优秀的医学技能和较高的人文素质。本书是我们实施医
学人文教育的部分成果，希望它能为医学生在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
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的誓言中奠下一块基石。

本书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专项建设经费和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研究经费的支持，在此一并对区人民政府和中央
政府致以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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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导　言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以救死扶伤为使
命，是一门最富人文关怀和人性温暖的学科。当今，医学模式逐渐由以 “疾病”
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以 “患者”为中心的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医学模式转变的目的是在医学教育中要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具有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较高人文素质的医学人才。解剖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解剖与
人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少了人文，解剖学就只是解剖教学，但是医学生若能
透过大体老师的身教，从教学过程中感受大体老师的大爱精神，培养其对生命的
尊重和关怀，这对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台湾慈济大学的解剖人文教育是世界之典范，通过解剖人文教育，让学生学
会三件事：一是学会尊重生命。在人体解剖之前，将自愿捐赠的遗体尊称为 “大
体老师”，目的是告诉学生眼前不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而是他们应该满怀感
激的大体老师。二是学会感恩。每位学生都要以感恩的心轻轻划下手中的每一
刀，认真地学习每一块肌肉、每一条血管，感恩大体老师的一片心意。三是学会
做人。在遗体正式用于解剖前，要举行遗体启用追思法会，学生要向大体老师及
其家属表示敬意和感谢，每当一名自愿捐赠者去世后，学校都要让学生到捐赠者
的家中去收集和整理捐赠者个人生平事迹和照片，以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教育学生
积极向善。正是在这种人文力量的感召下，台湾慈济大学的医学生才真正成为拥
有大爱的人。

据调查统计，影响我国遗体捐献主要有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器官捐献和遗体
捐献认知程度不够以及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许多医学院校的遗体来源
极其有限，造成医学生对大体老师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学生不能直接体会到要成
为一名医生所获得的知识是来自多少位逝者的奉献，学生也不能在学习解剖学的
过程中受到感化。为此，医学院校为营造浓厚的校园人文精神氛围，应对医学生
进行解剖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如医学生在进入解剖学学习前，我校 （右江民族
医学院）举行以下的仪式教育。

１．医学生宣誓仪式
医学生宣誓词：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这个神圣庄严的时刻，我宣誓，坚

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散发人文精神的光华；坚持正人正己的自律意识，不为医

１



解剖与人文

学事业抹黑；坚持医学人文教育，让大医精诚的校训发扬光大。尊重每一个为医
学事业献身的逝者，尊重每一位坚守在岗位默默无闻的老师。不做只懂技术而灵
魂苍白的空心人，不做不懂科技而奢谈人文的边缘人；以纯洁与神圣的精神终身
行医，让重任扛肩，谱写爱的奉献。

２．向大体老师致敬
敬词：在这个神圣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向着无私奉献的无语良师献上最崇高

的敬意。他们本是平凡的人们，用自己的爱和勇气，挥写了人生中如此不平凡的
一笔，大体老师们行使生命最后的使用权，勇敢地面对人生终点的选择，让无用
的死后身躯，化为奉献医学教育的高尚灵魂。正如泰戈尔说的 “生如夏花之绚
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他们的生命已
然终结，灵魂却仍无私地浇灌着他人的健康之树；他们的情感已无法表达，却仍
然时时刻刻在激励着我们。我们只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断地学习，充实自
己，用所学的知识造福疾患。付出爱，真诚地去对待每一位患者，才能对得起大
体老师的无私奉献。当未来的某一天，生命被我们挽救，病人得以痊愈之时，那
是他们的精神完成由死到生的循环，那是我们牢记了他们的教导，始终不放弃对
生命的希望。最后，向大体老师行礼致敬！

３．解剖教学过程的人文关怀
每次实验操作前，医学生向大体老师鞠躬，实验操作结束对大体老师进行护

理 （浇保存液并盖上塑胶布）。在教师的耐心指导下，医学生认真完成实验操作。
引导医学生尊敬授课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关爱身边的每一位同学。

第一次进行解剖实验操作，医学生亲手给大体老师送上一张感恩卡。解剖实
验课学习结束，要求医学生自主命题，撰写一篇关于医学人文教育、解剖学实验
技能、解剖学与临床、感恩教育、关爱生命、诚信友善和团结互助等方面的文章。

本书通过恩从心涌、大爱无疆、生命感悟、人文关怀、解剖教学、教学研
究、课程建设和教学成果共两编八章内容，从医学生向大体老师表达的感恩之
情，学生立下学习医学知识的目标和理想，解剖学教学与人文关怀，局部解剖学
与影像解剖学的教学内容，学习目标要求和教学重点，解剖教学改革研究和实验
操作等方面进行探讨，并通过举办 “无语良师”感恩追思仪式、遗体捐献宣传教
育活动、解剖学实验操作技能竞赛和解剖学人文关怀认知度的调查等活动，探索
人体解剖学教学、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路径，为医学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提
供借鉴。

（黄岑汉　廖品琥　黄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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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解剖学教学与人文教育·第一章　恩从心涌

第一章　恩从心涌

一、语从口出，恩从心涌

　　悄悄地，他们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珍贵的遗体。大学三年级的
第一个学期，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第一次拿着手术刀，进行局部解剖操作。我
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实验室，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却又不敢下第一刀，因为毕竟没有
经验，都怕出错。但在课前开展感恩大体老师的 “大舍大爱”活动中，我们知道
了他们的心愿：“宁可在我的身上错割千刀，都不要在病人身上割错一刀。”大体
老师的嘱托，让我们提起了勇气，当我们慢慢地切开皮肤、浅筋膜，分离血管、

神经，然后切开深筋膜，分离肌肉时，大体老师没有一声怨言。问世间有谁能做
到这样的伟大、这样的令人感动？中国人讲究的是死后能够入土为安，很少有人
愿意让他们的亲人在死后还躺在实验室里给医学生解剖，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那是
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所以，我们对大体老师除尊敬外，更多的是钦佩，敬佩他们
的勇气和一颗奉献之心。他们走了，却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活在我们心中，他
们用最宽厚的胸怀原谅了我们的错误，大体老师是这样的善良，叫我们怎么不感
动。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却知道他也曾经是亲人、朋友，他也曾经有
一颗鲜活而充满爱意的心。如今，他没有了生命，但却有了另一种身份——— “大
体老师”。因为有大体老师，我们得以研究人体复杂的结构，领略生命的精美。

我们将延续大体老师对他人的爱，造福更多的生命。

局部解剖实验课结束了。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却对我们有着重大意义的日子
里，大体老师教会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还教会我们对他人的尊敬、同学之间的相
互帮助、团队间的合作。他们，怀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他们，用最无私
的举动证明着自己的价值。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
着。我们的无言良师，请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与感谢，请您安息，我们会用行
动证明我们不会让您失望，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每一次机会，会为解除人类之病痛
而奉献一生。

大体老师如此，我们的老师也是一样的伟大。有人把老师比作 “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但是，我们总觉得这些都不能充分表达我们
对老师的爱和尊敬。老师的爱，比父爱严格，比母爱细腻，比友爱纯洁。课堂
上，他们向我们展示最博识的一面；课堂后，他们耐心地为我们解答问题，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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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到更多知识。他们总是精心地准备着每一堂课，希望把最完整、最全面的
知识传授给我们。每一次课，他们都准时到来，他们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些，因
为这样他们就能够把更多的知识传授给我们。虽然他们的脸上早已写满了岁月的
沧桑，但是他们最美的微笑却依然留给了我们。他们是辛勤的园丁，而我们却要
说，他们是无私的甘露，悄悄地滋润着每一朵花儿，使它们开得更加灿烂，更加
芬芳。

老师，你们放心吧，你们为我们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将我们领上正确的人
生道路，我们会好好珍惜的。我们会将你们的爱放大，用更多的爱去影响更多的
人。你们把知识传授给我们，让我们从一个知之甚少的人变成一个博闻强识的
人。你们不仅传授知识，还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教我们做一个有知识的人、有
教养的人、有爱心的人。是你们，默默地燃烧自己，把光亮留给了我们；是你
们，默默地耕耘，把果实都给了我们，却把汗水留给了自己；是你们，撒下希望
的种子，造福了万代。千言万语，都表达不出我们对你们的谢意。老师的恩情，

就像那绵绵不尽的江水，数也数不清，道也道不完。不管是大体老师，还是我们
的人民教师，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爱戴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用
渊博的知识，教会我们什么叫大爱，什么叫伟大，怎能不让我们为之敬佩，为之
爱戴呢？我们一定会用实际行动证明，决不会辜负老师们的无私奉献，做一个优
秀的医学生，做一个合格的医生，不给医学事业抹黑！

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飘舞，舞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那是白云在感恩哺育它
的蓝天。金色的落叶在空中飞舞，那是大树在感恩养育它的大地。让感恩的种子
洒满大地，让感恩的花香弥漫世界，让感恩的情意充满人们的心房。

（本文作者：李小玲，凌婕，刘森，刘兴华，隆佳志，李靖，李先伟；作者
单位：右江民族医学院）

二、解剖·感恩

什么是感恩？古有木兰代父从军，今有王凯、王瑞自制板车载八旬老母畅游
祖国各地……感恩有不同的形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情感。有的人默
默地站在背后支持，有的人把爱大声说出来，有的人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有的
人时时刻刻陪伴着你。而有的爱最伟大、最无私却也是最无言的，那就是来自那
些把自己的躯体奉献给科学研究的大体老师的爱。中国人强调 “身体发肤，受之
父母”，死后要入土为安，他们却能摒弃这些陈旧的思想，给我们医学生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他们身上划的每一刀，就是让我们在医学道路上走得更远一
步。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们有机会去了解人体的奥妙，而那些知识在课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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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学习到的。大体老师的舍身奉献，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价值。

未开始学习局部解剖学之前，我们大三医学生对于局部解剖尸体的概念还是
一无所知。然而，任课老师却庄重地告诉我们，在解剖之前，要先对大体老师进
行一个感恩仪式。那时的我们愣住了，大体老师是谁呀？当我们来到实验室才恍
然大悟，原来是我们要解剖的尸体。“大体老师”这个名称，在那一刻，让我们
原本对解剖的恐惧，瞬间消散。心头突然觉得这个称呼莫名的亲切，因为，我们
明白在往后解剖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对我们充满了期望和
支持的老师，我们亲爱的大体老师。

在感恩仪式开始前，为了充分了解大体老师，我们去找了相关的资料。通过
资料，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大体老师的来源，也更进一步敬佩大体老师。大体老师
是医学院的医学生上人体解剖学课时，对教学用遗体捐献者的尊称。这些遗体捐
献者用自己的躯体，向医学生传递人体基本知识。他们安静地躺着，不会说话也
无法提问，却以他们的身体发肤，让我们医学生掌握丰富的人体知识，所以我们
也尊称他们为 “无语良师”和 “无言良师”。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让我们去感受救死扶伤的深刻内涵。

他们不能说话，却是最耐心的师长，他们默默地用身体承受科学的践行，与
他们面对面相处，医学生感受到心痛与感激……他们是献身医学的大体老师。他
们用身体，陪我们走过一段学习路；他们用无私奉献的精神，伴我们成长。他们
是用大爱点亮生命最后余晖的殉道者，他们用爱，让我们在医学道路上越走越
远。他们的精神，可谓大义无悔，大功至诚，大舍无畏，大爱无言！

他们用身体，默默地指导我们学习；他们用身体，推进我们医术的成长；他
们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我们的心灵。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他们选择做死后
还活着的人，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他们是特殊的教育者，

他们是 “以身相许”的无言良师，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全部，却没有机会听到我们
的一句 “谢谢您！”。他们，以悲心为舟楫，用身体做教材。因为他们的捐躯，才
能让人类医学越来越进步；也因为他们的奉献，才能给众多医学者在医学道路上
继续学习。捐躯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当他们有选择的时候，他们没有像常人一
样，选择入土为安，而是选择把自己奉献出去，造福医学生，造福全人类。　

在我们充分认识了大体老师后，我们觉得，这个感恩仪式非常有意义。我们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无以表达的感动！我们怎么能抑制住眼中的那股
热泪？心中有太多的感慨，甚至有那么一刻，曾想过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是否
也能像他们一样奉献出自己的躯体？

在感恩仪式的过程中，我们为大体老师送上了我们最虔诚的祝福，祝愿他们
在天堂过得开心，也祝愿他们的亲人一生平安，并默默地下定决心努力学习，绝
不辜负老师们的一番苦心，也不浪费他们给予我们医学生梦寐以求却很难得到的

７



解剖与人文

解剖机会。

当我们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走进解剖实验室时，当我们看到大体老师的那一
刻，我们肃然起敬，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大的奉献？其实每次上
课，我们都很矛盾，不知道怎样才算是对大体老师真正的尊重。我们觉得，只有
认真地学习，领悟大体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将来的某一天，才能真正地做到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才是最能感恩大体老师的方式，也是对他们最
大的尊重。划下的第一刀，就是我们承担生命重量的印记，我们已经没有理由拒
绝、没有任何借口回避未来面对病人的苦痛。当我们紧张地划下第一刀的那一
刻，我们的心是颤抖的，我们渴求每一刀都是完美且准确，我们渴求掌握人体的
结构与知识，但我们害怕，害怕划错了刀，害怕让大体老师失望，害怕辜负了大
体老师的奉献精神，所以我们的每一刀都下得那么小心翼翼。尽管心里十分紧
张，但这场医学探索还是开始了。秒针滴答，空气凝结，那一刻大家几乎屏住了
呼吸。随着表皮的打开，脂肪、肌肉、血管、神经、骨骼，生命那叹为观止的精
妙构造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宁可在我身上划错百刀，也不愿将来在病患身
上划错一刀。”这是某一位大体老师的遗言。台湾慈济大学的大体老师李鹤振的
遗言：“当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在我身上动刀子的时候。就是我心愿圆满的时
候。”他们的话语回响在我们耳边，多么铿锵有力，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殷切期
盼！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个医学生尊敬和学习。同时，每一个医学生也都
应该珍惜、爱护好每一位大体老师。

练习解剖的每一天，都是枯燥乏味的，每天闻着浓浓的福尔马林味，从上午
一直练习到下午，差不多整整一天。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放弃，也没有一个人
抱怨。相反，我们一走进实验室，就马上戴起手套，把我们提前预习好的知识进
行实践。皮肤、浅筋膜、大隐静脉、小隐静脉……一层一层地解剖出来，生命的
绚丽，也许就在于它体现出的价值，大体老师把他们生命的最后一份价值，无私
地奉献出来了。每次疲惫时，每次想要哭诉时，我们总会静静地看着大体老师，

老师那安详的神情，似乎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们，也似乎在告诉我们：“孩子，加
油！”瞬间，我们又似打了鸡血一样，重新充满力量。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解剖实验也渐渐接近尾声，在顺利解剖完最后一块
肌肉、最后一条神经、最后一根血管时，我们终于松了口气，我们完成了老师交
给我们的任务，也学到了人体解剖最基本的知识。整个解剖过程中，我们将理论
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理论指导的解剖操作，就等同于毫无目
的地乱割。最终，我们明白了解剖在临床上的重要意义，更加明白了 “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只有亲手解剖尸体，才能掌握人体各区域结
构的形态特点、层次配布和毗邻关系等。当我们在回顾这些天的所得时，脑海里
不禁又浮现出大体老师的身影。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无私奉献，是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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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华，同时也是对医者医德的一种指引。

他们是用大爱点亮生命最后余晖的殉道者，他们用爱，让我们在医学道路上
越走越远。沉睡的他们，也许生前默默无闻，却在身后发光发热。也许灵魂化为
一缕轻烟，飘到另一个世界。或许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的音容笑貌，他们曾经的
人生旅程，他们曾经的温暖感动，他们曾经的点点滴滴……但是这并不阻止他们
用无言的大爱，教导我们真理，教导我们感恩。每一个人都是璀璨银河里的一颗
星星，每一个人都是禅寺菩提树上的一片叶子。流星划过燃烧生命，留下许愿与
祝福；叶落归根化作春泥，来年更待花开。他们用令人敬仰的方式离开这个世
界，带着对家的眷恋走了，带着亲人的思念永远地涉过忘川，留下了对立志学
医、救治世人的我们的祝福。把那份永远无法释怀的哀痛，化为无边的精神财富
埋在我们心底。他们用崇高、向善、有益社会的品德永远地影响着我们。

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亡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
一样，都会光照人间。我们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一句一直想对大体老师说的
话：“老师，谢谢您！”

（本文作者：黎诗娜，李艳桃，蓝秋宁，蓝娅，李桂勇，李昆峰，李兆叠，

李珍；作者单位：右江民族医学院）

三、无言师表

草木为了感激春的到来吐露新芽，鲜花为了感激夏的到来竞相开放，硕果为
了感激秋的到来挂满枝头，雪花为了感激冬的到来把大地母亲银装素裹。爱是阳
光，爱是雨露，我们在关爱的大地上自由奔跑，我们在关爱的天空下自由翱翔，

感谢每一丝阳光，感谢每一缕清风，感谢生命中给我们关爱的一切一切。

他们是最特殊的教育者，他们是 “以身相许”的无言良师，他们捐献了自己
的全部，却没有机会听到我们的一句 “谢谢您”。他们以悲心为舟楫，用身体做
教材，他们就是我们最可敬的大体老师———无私的遗体捐赠者！他们用令人敬仰
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带着对家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永远地涉过忘川，留下了
对立志学医、救治世人的医学生的祝福。把那份永远无法释怀的哀痛，化为无边
的精神财富埋在我们心底。他们用崇高、向善、有益社会的品德永远地影响着我
们。在感恩大体老师仪式上，我们怀着无比沉重和敬畏的心情向大体老师献上亲
笔写下的感恩卡片，并深深地鞠了三躬，感谢大体老师的无私付出和真诚关爱。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要学会感恩大体老师的仁者之心和无私奉献，学会尊重大
体老师的人格和不朽之躯，学会关爱大体老师，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病人，用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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