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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学心理学是将心理学运用于医

学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本文通过对医学生的

调查 , 说明了医学心理学对医学生的素质与今后

的工作有明显的影响 。同时对我国医学心理学二

十年来的教学机构 、师资队伍 、学术组织 、出版

物及临床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回顾 , 特别提出了

医学心理学要稳步适度地发展以及教学改革的基

本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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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心理学是将心理学运用于医学的

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从 1852年这一名称

诞生之日起 ,已逐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欧

洲)的学者所接受 ,并已实际上成为医学生

教育的必修内容 。

1 医学心理学的教学的地位与作用

医学心理学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医学教

育界的重视 , 是与医学模式的转变分不开

的 。医学是在与迷信和巫术不断斗争中诞

生和成长的 。对健康和疾病 , 人类的观点

经历了神灵主义 、自然哲学 、 机械论 、生

物医学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五

大阶段 。医学心理学提出的四个基本观点

———心身统一 、 社会对个体影响 、认知与

自我评价 、 主动适应与调节 , 对于指导医

学心理学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

1.1 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响

目前医学心理学教学一部分讲授了基

础知识 , 另一部分是与临床工作有关的内

容。

最近北京医科大学完成了对刚刚学习

完医学心理学的 161位学生所作的调查 ,

其结果表明:

1.1.1 对学生自身影响方面

对记忆方法有改进影响的学生达

91.9%,其中很大(指包括在前面有影响之

中最大的 ,以下同)的占 9.9%。对思维方

式改进有影响的达 84.5%, 很大的占

9.9%。对自身性格调节与控制能力有影

响的达 87%,很大的占 10.6%。

1.1.2 对未来工作有影响方面

对身心疾病的处理有帮助的占91.3%,

很大的占 17.4%。对心理治疗原则的了解

占 99.4%,很大的占 41%。对心理测验知识

的了解占的占 100%,很大的占 39.8%。对

医患关系认识的占99.4%,很大的占46%。

1.1.3 对医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

在待人接物的能力上有影响的占

91.3%,很大的占 7.5%。在处理与亲友关

系的能力上有影响的占 87.6%, 很大的占

10.6%。在处理与他人发生冲突的能力上

有影响的占 90.7%, 很大的占 11.8%。

在处理与异性交往能力上有影响的占

74.5%,很大的占 8.1%。

虽然这个调查还只是初步的 、粗略的 ,

但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学心理学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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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影

响是积极和正面的。

1.2 医师资格考试对学生的要求

我国已开始与国际接轨 , 对医生的资

格进行考试 。美国采取三段的方式 , 我国

要用一次考试来决定是否给予医师资格 ,

根据目前卫生部医学考试中心的规定 , 现

有六类医师:临床医师 、口腔医师 、公卫医

师 、助理临床医师 、助理口腔医师 、助理公

卫医师 , 这六类医师考试中均要求有医学

心理学的内容。我们从中也看出医学心理

学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

1.3 全国素质教育的要求

医学心理学作为医学生的必修课以及

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 已成为医学院

校的师生们的共识。1999年在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素质教育 ,

增加医学心理学教学时数与内容也势在必

行 。因此也足以说明医学心理学的地位是

不容忽视的和亟待加强的 。

2 医学心理学教学二十年历史的回顾

1979年对于医学心理学的历史发展

来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其一 , 是在

天津举行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学术会议

上 , 正式成立了以潘菽为主任委员的医学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其二 , 是卫生部在颁

发的教学计划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有条件的

院校应开设医学心理学课 。其三 , 是北京

医科大学(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率先在全国

第一个成立了医学心理学教研室 。因此 ,

我们可以说我国现代的医学心理学教学

“诞生”于 20年前 。

2.1 关于医学心理学教学机构的发展

1980年 , 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医学心

理学教研室 ,至今已有 40多所医学院校正

式成立了医学心理学教研室。还有 30多所

医学院校有了医学心理学的专职教师。据

不完全统计 ,全国 197所高等医学院校(含

医专)中开设了医学心理学课。近 500多所

中等卫生 、护士学校中有 4/5的学校开设

了医学心理学或护理心理学的课程。

关于课时 ,各校之间相差较大 ,最少的

为 10学时 , 最多为 72学时 , 多数为 36至

54学时 , 有 60%的院校配有了幻灯片 、投

影片 、录像带等声像教材 。

2.2医学心理学师资队伍的培养

为了培养医学心理学专业师资和为满

足开设医学心理学课程的需要 , 医学心理学

专业委员会委托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

教研室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中国科学院心

理所 、北京市安定医院于 1980年和 1989年

在北京举办了两届全国性的医学心理学师

资培训班。1984年 ,军事医学院校在福州军

区军医学校举办首届医学心理学师资培训

班 , 1980年卫生部委托湖南医学院举办首

届心理实验班 , 至今已招收 60多届学员。

1985年以来 , 全国医学院校分别举办过多

期长短期进修班 ,培养了一大批师资 。1994

年北京医科大学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心

理咨询与治疗培训中心 , 同年卫生部下发

94第 40号文件 , 正式支持北京医科大学心

理咨询与治疗培训中心举办的学习班。迟宝

兰司长出席了第一期学员的培训班 , 至今已

举办了 13期培训班 , 培养了 800多名心理

咨询与治疗及其医学心理学的师资力量。自

1979年中科院心理所招收医学心理学硕士

生之后 ,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和部分医学院校

也先后招收了医学心理学方面的硕士及博

士研究生。自 1995年开始国家教委批准了

作为医学心理学独立学科的硕士点。目前中

山医科大学 , 中国医科大学 , 北京医科大学

作为以医学心理学(现改为应用心理学)为

二级学科的硕士点 ,招收了硕士研究生。

2.3医学心理学教育分会的活动

在卫生部科技司许文博司长和教委高

教司王镭司长的支持下 ,于 1989年在安徽

黄山召开了第一届医学心理学教学工作

会 。以后于 1984年在浙江 , 1986年在太

原 , 1996年在湖北十堰 , 1997年在哈尔滨

等地分别召开了 10次教学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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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业出版物的状况

自 1979年以来 ,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先后出版了《医学心理学文集》三集 , 刊

登了近年来医学心理学的研究论文 。1985

年出版了科普刊物 《医学心理学知识丛

刊》 。此外有不少论文刊登在《心理学报》 、

《心理科学》 、《心理学动态》、《中国心理卫

生杂志》 、《心理发展与教育》等期刊上。此

外《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应用心理学》 、

《健康心理学》 、 《心理与健康》 、 《心理医

生》 、《大众心理学》等学术及科普杂志相继

问世。据不完全统计 , 有关论文已超过 1

000篇以上。自 60年代胡恒教授出版心身

医学小册子之后 , 《医学心理学浅谈》 于

1980年问世 , 1983年严和骏主编的《医学

心理学概论》 在上海出版 , 1984年王效道

主持的六院校医学心理学教材由江苏科技

出版社出版 。随后各种版本的教材和专著

问世。1987年 , 李心天教授主编的医学心

理学卫生部统编教材 , 1995年龚耀先教授

主编的卫生部规划教材也先后出版 。1998

年由李心天主编的大型参考书 《医学心理

学》 以及胡佩诚主编的 《医护心理学》 问

世 。

2.5 医学心理咨询的临床工作

在目前的临床 、心理学教学中有 70%

左右的学校同时开展了临床心理咨询与治

疗的工作 ,最早的是 1982年西安医科大学

及中山医科大学 ,以后为 1984年北京医科

大学 ,从 1985年以后开设门诊的数量增长

较快 。多数院校将心理门诊设在综合医

院 ,少数在精神病院或精神科 ,受到有心理

问题的来访者的欢迎 。

3 医学心理学发展趋势与前景的展望

21世纪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前景将是

十分乐观的。

3.1医学心理学的适度发展是一个重要趋势

新世纪的到来 , 将会有一系列新的挑

战 ,人人享有健康目标的实现 、医疗保险措

施的出台 、社区医疗的大发展 ,对于医务人

员势必会有新的要求。医学生全面素质的

提高 , 势必要求医学心理学的教学将会得

到适度的加强与发展。

3.2医学心理学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医学心理学的教学将有可能在以下几

方面有所变化:

其一 , 医学心理学的教学时数会随着

各校的重视 、师资力量的充实而有所增加 ,

就目前的内容而言 , 54学时是较适宜的学

时 。其二 , 医学心理学的内容要逐步缩小

目前的基础部分的知识 , 而逐步扩大临床

部分的知识内容。其三 , 随着电子现代化

的发展 , 多媒体教学势必成为医学心理学

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进行全国规模的协

作 ,搞出一套适宜的多媒体教学光盘 ,已成

为重要的一个任务 。

3.3医学心理学教学的队伍亟待充实与加

强随着我国培养的硕士 、博士的不断增加 ,

将会大大改善目前的师资队伍 , 提高医学

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但是就目前的

需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状况来看 , 仍有较

大的差距 。因此 ,要加强学位教育 、继续教

育 、长短期培训。

3.4医学心理学的科研与临床工作要同步

加强

医学心理学的教学要充实与发展 , 离

不开科研与临床的工作 。要争取从国内外

更多的渠道去筹措资金 , 加强科学研究的

基础工作 。同时应面对在临床工作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 ,加强病历讨论与督导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