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表 员显示：实验班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从入学开
始的教育，贯穿于学业的始末，学生对社会的发展和现实

的了解，学习目的及就业方向明确，正确认识自己及能力

等方面均高于对照组。

调查表 圆 耀 猿 显示，在妇产科学习过程中，以问题为
基础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不仅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教学

效果，更是促进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运用能力的良方，

而且还增强了学生的医患沟通，用美好语言和谐的交流

方式，增进病人的信任与安全感。

调查表 源 发现：学生实习结束带回的实习鉴定册上
及毕业前的就业双选会，学生在人际交流、解决问题、团

队合作、计划与研究等方面的提升、就业率以及在就业

后跟踪调查中，用人单位满意度高于对照班。

源摇 结论
“员 垣 猿”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具有知识体系综合性和

能力化特点，要求教师能够融汇贯通多门课程知识，并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教师既关注

教法，更要关注学生的学法，高素质教师要具备理论教

学、技能操作、师德风范，培养出的学生才能高素质，适

应社会能力强，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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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庖丁解牛》之法试行医学教学回归唯物与辩证

冯跃摇 李巍摇 吕富靖摇 王拥军摇 李鹏摇 冀明摇 吴咏冬摇 张澍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摇 北京摇 员园园园缘园）

摇 摇【摘要】摇 医学教学中应合理利用唯物辩证法等哲学理论，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恰当地在临床、消化内镜操作、科
研教学中，组织全科多次学习中国古文经典 原庄子的《庖丁解牛》，从中总结哲学内涵，引导年轻医师及学生在学习中培
养哲学思维、运用哲学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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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追溯数千年漫漫科学史，医学同其他自然科学一
样，亦经历了唯心观 原唯物观的发展历程。从原始部落
族群的里的“巫医”到现代的“生物 原心理 原社会”的三
位一体，医学发展也依次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朴

素整体医学模式、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现代医学模式［员］

的不同阶段。从哲学的范畴讨论，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是

以唯心主义为主，是主观的、臆想的和带有暗示性的；朴

素整体医学模式又称作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包括西方

的胆汁说和祖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可以作为从唯心

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的阶段［圆］；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则建

立在已较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以客观、真实

的科学实验和循证医学结论指导医疗行为，并提供无限

的探索空间；而 员怨苑苑 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
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的生物 原心理 原社会医
学模式（遭蚤燥责泽赠糟澡燥泽燥糟蚤葬造 皂燥凿藻造）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唯物
辩证的观点，其提出的环境、精神等综合因素共同促进

了疾病的发生发展的理论，成为被世界卫生组织

（宰匀韵）所认可和推广的现代医学模式。
医疗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医学教育的更新，而如何

在医学教育中恰当地引入哲学理论，引导医学生领悟哲

学理论中活的灵魂［猿］，并应用哲学方法解决问题是医学

教学中值得探索的新的教学模式。目前医学生教育上

存在以下缺点：①各学科横向间缺乏关联，知识分散，如
某疾病的解剖 原生理 原病理生理 原免疫等的变化，或如
“休克”中心、脑、肾及血管的病生理学变化等，学生很难

做到融会贯通；②教师个体差异性大：医疗行为中的技
能操作，比如手术，体现了较明显的个人差异，不同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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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有不同的个人经验，不同的带教老师则依照不同

的个人习惯又带出不同的学生。教学中出现过多唯心

或形而上的弊端，对医学生或年轻医师的成长不利。而

如果将哲学思辨观指导医学教学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体

现了素质教育时代的要求，并提供给学生科学的世界

观［源］。当然，如何合理得当地运用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

法教学，各个单位的方法各异。

我院消化内科在科室学习活动中，恰当地利用了体

现我国古代哲学辩证唯物思想的经典之作《庖丁解牛》。

除了阅读《庖丁解牛》一文外，还要求参与者结合个人在

工作中的成长经历讲述理解。通过对经典古文的学习，

不仅有助于培养医学生、进修医师甚至高年资医师的人

文素养，更进一步建立了哲学思维，对生活和工作有极

大的指导意义，令全科人员受益匪浅。

员摇《庖丁解牛》的深刻内涵
《庖丁解牛》一文出典于《庄子·内篇·养生主》，

是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庄周、同

时也是道家学派的经典作品之一。剔除封建思想糟粕

后，该文中表现的由“所见无非全牛”、“月更刀”、“岁更

刀”到最终“目无全牛”、“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发于硎”似极了一位初入临床的低年资医师成长为一

代医学大家的过程，而究其本质，则在于“臣之所好者，

道也，进乎技矣”，俨然就是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

关于“客观规律”一节的绝好寓言故事。庖丁即你我，在

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寻找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矛盾的普

遍性），在认识过程中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找出本

质、把握了客观规律，既“依乎天理”又“因其固然”。继

而运用客观规律再反过来指导实践活动，做到“批郤导

窾”、“切中肯綮”，千千万万头牛在他眼中已然成了无

数被肢解的牛骨，则出手“莫不中音”。最可贵的是，庖

丁“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有了高超的技

艺，反而更加审慎，如此方得保一次又一次的“踌躇满

志，善刀而藏之”。这也体现了庄子本人的“养生观”

（处世观）。

圆摇《庖丁解牛》对医学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
圆援 员摇 学习《庖丁解牛》对大内科临床教学工作的指导意
义摇 我科十分重视研究生及低年资住院医师的大内科
基本功的培训。内科学有其发病机制复杂、各系统间纵

横交错、诊断与治疗方法相对外科较抽象的特点。而对

于低年资医师而言，想要在短短几年内掌握并且贯通大

内科广博的知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通过学习《庖丁

解牛》的故事和其深刻哲学含义之后我们发现，不论是

学生自己探索，还是带教老师指导，运用掌握规律的方

法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以常见的休克为例，初入临床

的医师对于休克的病因及分期、病程、病情监测、诊断缺

乏全面理解，多数学生和年轻医师普遍不能正确认识

“有效循环血量”、“组织灌流不足”、“细胞氧代谢障

碍”，对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还是外科学中的定义就更

不能准确理解，造成对休克分类缺乏理解，只能机械记

忆。掌握规律的前提是有多次感性认识的过程。在急

诊科、陨悦哉等病房都可常见各类休克病人，首先对病人
的病史及疾病的外在表现（即症状、体征和化验检查）有

所了解，再回过头来思考书本的内容：不同的病因打击

引起了何种细胞学、组织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的变化，以

致出现诸如“血压下降”、“少尿”等临床表现。如此反

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总结，感

性认识和书本知识结合成理性认识，最终把握本质 原休
克是重要生命器官的毛细血管灌流量急剧减少引起的

代谢障碍与细胞受损的病理过程（即微循环障碍）。理

性认识总结成规律，反过来指导实践，得出治疗原则即

以改善微循环为核心，联合去除病因和提高机体抵抗能

力。庖丁言到“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

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自然，若将病人的病

因、发展过程了然于胸，明了了“有间”；又对休克的本质

把握到位，知晓了“无厚”，那便游刃有余，不会再频频出

现难以抉择是补液更好、还是改善小血管容量更好的情

况了。同理，在内科学整体的学习中，积累感性认识、提

炼理性认识、避免机械记忆和片面、孤立的学习，对一位

年轻内科医师的成长特别是临床思维的培养大有助益。

圆援 圆摇 学习《庖丁解牛》对消化内镜治疗技术教学工作的
指导意义摇 随着消化内镜和内镜治疗学的飞速进展，消
化内镜的应用早已突破了胃肠道检查的范围，甚至接手

了很多传统的普外科、胸外科手术，开创了微创治疗的

新篇章。对于消化科医师来讲，也不同于以往的内科医

师，对于内镜下治疗技术的掌握，需要绝不输于外科医

师的“手下功夫”、培养时间和强度。尤其是近年来广泛

开展的如内镜下黏膜切除术（耘杂阅）、经口内镜下环形肌
切开术（ 孕韵耘酝）、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
（杂栽耘砸）及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耘砸悦孕）相关操作
等等，想要熟练掌握、独立操作甚至成为名家，不仅仅是

操作例数的单纯累加。年轻医师一味迷信操作的“天

赋”和“手感”，把握不到问题的本质。

我科专门安排了科室里高年资的内镜医师，结合

《庖丁解牛》的故事阐述了个人体会。总结如下：①首先
在于对事物的认识：庖丁在目无全牛之前，心中已有全

牛。以 耘杂阅手术为例，并非为了剥离病变而剥离病变。
作为内镜科医师，能为患者发现值得行此手术的病情

（即消化道早期癌）才是第一要务，若在每天大量的检查

中例行公事，漏诊了早癌，即使手艺再高，亦是枉然。而

认识早癌，普通的白光内镜（宰蕴）才是手中的“解牛
刀”。尽管现在医生可以借助色素内镜、放大内镜、特殊

光学染色窄带成像技术（晕月陨）、智能电子分光比色技术
（云陨悦耘）、智能光学染色成像技术（ 蚤 原 杂糟葬灶）、自发荧光成
像（粤云陨）等）等高端技术，但若没有练就一双白光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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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病变的“火眼金睛”，那根本谈不到动用那些辅助手

段，早期癌症病例早已在手下溜走。发现了病变之后，

更要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它的“大郤大窾”，尽可能利用染

色、内镜超声（耘哉杂）等，即术前仔细评估：病变的位置、
范围、浸润的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可能的病理类型等

等，如此方能判断是否切（内镜切除或外科手术）、怎么

切（剥离黏膜还是黏膜下层切除）、切多大、术后并发症

（出血、穿孔、瘢痕狭窄）等问题。当全牛周身的纹理、刀

的入路都尽收眼底，自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做起来

得心应手，也是对患者尽了最大责任。②不忽视矛盾的
特殊性，端正态度：庖丁能做到解牛时“合于《桑林》之

舞，乃中《经首》之会”，可见技术已高超到艺术的水平，

除了他对牛和解牛的认识到了一定境界、手上的功夫和

经验积累到了一定等级之外，与他行事的审慎态度密切

相关。他认真对待每一次解牛、更小心翼翼到解牛的最

后一步，并且明白也有他“难为”的地方。我国老一辈内

科学泰斗、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院士曾言道：临床上

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样以行 耘杂阅术为例，即使
有了无数例成功的手术，仍然不能想当然地试图一蹴而

就，如病变切到快收官才发现最后一部分“抬举征”阴性

（即病变可能浸润到黏膜下层以下），此时在台上骑虎难

下，已然来不及了。把每一个病变当作新的病变，不排

除可能有认识不到的地方，同时把每一次操作当作“处

女行”，谨慎的态度会为医师的良好技术保驾护航。

圆援 猿摇 学习《庖丁解牛》对科研工作的指导意义摇 许多临
床医师对阅读高质量杂志的《科学引文索引》（ 泽糟蚤藻灶糟藻
糟蚤贼葬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杂悦陨）文章感到吃力、对基础实验频频不出
结果表示费解、对临床研究的设计与分析十分困惑。这

种窘境无论是研究生培养还是本科医师的科研工作都

是常见问题。我科同样在研究生例会、科室周会上组织

了以学习《庖丁解牛》、找出自身问题、深挖问题根源为

内容的活动，大家热烈讨论之后发现，同临床工作类似，

在科研上同样存在如下问题：①确保充分获取正确、可
信、全面而有价值的感性认识：学生或实验初学者在进

行基础实验的操作时，往往因为操作不规范、细节注意

不到，造成实验失败或者结果误差，即使反复多次重复，

结果仍不理想。正如庖丁语文惠君到：“良庖岁更刀，割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一般的厨子宰牛都是用刀去硬

劈硬砍，找不到庖丁那样的进刀方式，即感性认识不够

全面、精确，学而不得其法，如此量变很难完成向质变的

飞跃。其次，理性认识并非都是由从无数感性认识中找

到的，有捷径就要走。有人认为：“做实验没什么难的，

多做几次谁都会做了。”于是不少人毫无准备地走进实

验室，模仿了几天，可能刚刚学会如何使用微量移液器，

却还是对何谓基础实验满头雾水；做了大半年，却越做

越走入死胡同。被动的“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战术，在如

今快节奏的社会里并不适用，前人总结好的理性认识或

者规律为何要任之“暴殄天物”？通过现代传媒的手段

攫取自己需要的营养，比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和总结要有

效率得多。不论是书本、文献、论坛发帖还是求助设备

供应商，都不失为直接学习规律的好方法。②建立创新
意识与辩证否定观：把重复操作分子生物学实验和收集

病例当作简单劳动（ 造葬遭燥怎则 憎燥则噪）是因为工作时缺乏思
考，庖丁说过一番自己的追求，即：“臣之所好者，道也，

进乎技矣。”屠夫宰牛已经是很基本的劳动了，千百年来

无非是刀进刀出，然而庄周笔下的庖丁却似乎懂得“扬

弃”的辩证否定观，更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客观存在中解

放思想，懂得创新的方法论，推动其解牛业的发展。而

本身应该要求创新的科研更不能沦为机械操作，在一次

次的结果中、在临床实践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将临床中

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科研思路，大量阅读文献以“他山之

石攻玉”，在交流中学习、在工作中发现新的科研点（ 贼澡藻
灶藻憎 蚤凿藻葬）。

诚然，阅读古文经典并不是传统的医学教学的改良

方法，但解读古人的哲学思辨观，不失为深刻理解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好方法，或可以促进

医学教育者真正成为实践和传播医学哲学的先驱［缘］。

虽然我们只是单中心地在本单位中以科室的形式进行

宣传和学习，没有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比对。但目前已

初步取得了一定效果，尤其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进步很

快。我们希望能使运用唯物辩证法、培养哲学思维成为

一种科室文化，强化哲学在医学教育中的渗透。

源摇 结论
综上，反复解读《庖丁解牛》这一古文经典中的深刻

哲学内涵，并将其运用到医学教学培训实践工作中去，

不失为提升医学生及年轻医师专业及人文内涵素养的

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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