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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医学生人文素质内涵及重要性，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分析大学生对于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加强
人文素养的态度、方式方法选择并提出相关策略，包括丰富人文类论坛讲座活动、建立素质教育信息平台、

加强图书期刊信息推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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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信息化时代，医学院校需要运用信息化技术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升医学教育质量、培养现代

医学优秀人才。本文针对医学生开展调查，分析图

书馆信息资源与医学生素质教育的关系，对提高医

学生人文素质水平提出建议。

２　医学生人文素质内涵及重要性

２１　内涵

医学生人文素养表现为医德修养、医学审美、

人生态度、沟通能力与人文关怀等，体现以人为本

理念。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在 ２００１年提出信息管理

能力与人文素养是医学生核心能力，是医学生成为

合格医生的基本条件［１］。

２２　重要性

人文素养是医学生学习、临床诊疗的必备能

力。首先，人文素养培养促使医学生更好地认识人

性、理解患者感受，提高全面学习能力。获取信息

与思考、解决问题是医学生学习的基础，应鼓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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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升获得、选择与评价信息能力，运用信息资

源提高学习效率。其次，人文素养培养有利于医学

生认识疾病与社会、个体因素影响。医学具有人文

性，人文素养是医学人才综合素养重要组成部分，

是从事临床医疗及科研的重要能力。最后，医学生

人文素养培育能够提高其人际交往技能，提高与患

者沟通交流水平，同时有助于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

知识普及教育，降低医疗风险，提高医疗服务人性

化与信息化水平。

３　图书馆信息资源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影响调查

３１　对象与方法

为深入了解医科大学学生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

情况及其对人文素养教育的影响，编制设计有关调

查问卷，采用随机抽样法，主要对安徽医科大学临

床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２２０份，收回

有效问卷２００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８％，对调查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

３２　结果分析

３２１　重要性认识　医学生提高素质需要具备利

用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意识。关于图书馆信息资源能

够增长知识、提高素质，有９２％医学生表示同意，

２％不同意。关于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吸引力所在，

有５６％医学生认为有助于提高素质学习的体验，

３３５％认为便于查阅。关于图书馆信息资源对于个

人素质提升的影响，６５％认为很有益处，３３５％认

为有益处。可见医学生对于图书馆信息资源提高自

身素质方面具有积极认识，大多数学生认为通过图

书馆信息资源可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３２２　方式　通过图书馆信息资源对医学生实施

素质教育的方式比较多样，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

方式，７１％选择浏览图书馆，４７％选择文献检索讲

座，６４％选择参考咨询，１０％选择咨询课程教育训

练，１９％选择主页线上指导等，主要注重图书信息

浏览与咨询。图书信息素质教育推广方式多样化，

６６％通过图书馆主页发布的公告，６０％通过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及微博，５７％选择学校张贴海报，只有

２９％选择手机短信。图书馆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

途径，７５％选择阅读人文书籍，４０％选择沙龙讲

座，４１％选择网络平台，３８％选择微信微博，３２％

选择海报专栏推介，４５％选择互动教育交流，２９％

选择咨询指导，阅读是大多数大学生提升自身素质

首选，新媒体推介与讲座互动较受欢迎。

３２３　措施　图书馆信息资源用于提高大学生素

质，涉及领域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文史哲学、时

事政治、科学普及和文化娱乐等方面，９６％选择文

学历史，４８％选择哲学思辨，６５％选择科学普及，

８０％选择医学人文，３５％选择时事政治，３６％选择

文化娱乐，２３％选择体育等，可见大学生对于文学

历史及哲学、科学素质比较注重。图书馆实施素质

教育方式多样化，８１％选择参观阅览，５０％选择新

生教育，４０％选择网络新媒体平台，３５％选择文献

检索课程讲座等。关于图书馆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

的措施，７１％选择人文讲座，６１％选择人文社科阅

览，４０％选择报栏展板，５２％选择微信手机 ＡＰＰ，

３０％选择视屏影像，３２％选择网络平台，３５％选择

人文论坛沙龙等。可见社科人文书籍阅览、新媒体

平台以及人文讲座、沙龙等是大学生比较注重并认

同的途径，需要适当加强。

４　医学生素质教育策略

４１　概述

通过调查发现，医学生具有较强信息利用意识

及能力，但图书馆资源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存在不

足。图书馆要树立以读者为中心服务意识，采取多

元化方式满足用户需求，为师生教学、科研做好服

务［２］，加强医学生运用信息资源提升自身素质的能

力。

４２　丰富人文类论坛讲座活动

医科院校图书馆要利用自身信息文化优势，开

展多种形式人文论坛、讲座、沙龙活动，提高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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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兴趣，提供人文知识学习场所，加强互动营

造医学人文氛围。例如安徽医科大学设立医学与人

文大讲坛，定期邀请知名学者对学生开展医学与人

文方面讲座；南京医科大学设立人文医学课程并开

展形式丰富的人文论坛、研讨活动。

４３　建立素质教育信息平台

运用新媒体技术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包括人文

社科信息库、信息检索方法、学习及互动模块，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利用新媒体特点及形式，以实现

信息知识共享为目标建立各种形式的信息平台，如

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人文社科信息知识，包括人

文经典阅读、人生哲理思辨、社科时事热点、历史

人物春秋、科学世界等。设立网络互动论坛，帮助

大学生便捷获取人文知识，参与交流讨论，提升人

文素养。

４４　加强图书期刊信息推介

人文社科图书期刊对学生素质教育具有引导作

用，要加强宣传，利用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平台

以及校园各类媒体开展推介活动。通过读书日、读

书节、读书沙龙等活动及新生入学教育等进行人文

社科图书阅读宣传，帮助大学生提高人文书刊阅读

兴趣与能力。结合大学生社团活动，如志愿者服

务、文学、演讲口才、心理保健、时事政治等，推

介图书期刊，指导学生阅读，发挥图书馆育人作

用。图书及期刊阅览部门可提供电子阅览查询服

务，增加人文社科类影像视频，提高学生对人文信

息知识的兴趣与吸纳程度。

５　结语

医学院校要采用信息技术，运用图书馆信息资

源开展积极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活动，调动学生学

习热情，培养医文兼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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