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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推进叙事医学在全科医学领域的应用，是促进我国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进一步

提高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叙事医学的提出、在全科医学领域应用的必要性、国外与国内叙事医学在

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国内叙事医学发展的阻力及应对措施展开阐述，以期推进叙事医学在我国全科医

学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 叙事医学； 全科医学； 医学人文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20.08.015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下，医务人员注重对患者疾病层面

的救治，而忽视了患者作为人，对情感和精神层面亦有着强

烈需求。2001年，叙事医学的提出受到了国外医学界广泛

关注。叙事医学已被证实能够提高医务人员的共情能

力［1］，并间接改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此外，叙事医学也为

患者了解医学和医生工作打开一个窗口，促进医患互通，缓

解医患矛盾。近年来，我国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人

文素养的重视度日渐提高，叙事医学对我国全科医学未来

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叙事医学在全科领域发展现状、应用必

要性、面临阻力及应对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加深广大全科同

行对叙事医学的认识，以期推进叙事医学在全科医学领域

的应用，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一、叙事医学的提出

希波克拉底曾言：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治病，一是药

物，二是语言；我国古代中医有言“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

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由此可见，几千年来中西医共

识的一点是：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缺一不可。近代以来，

医学以生物学为主导方向，病理、生理、解剖等领域迅速发

展的同时，也让医学的人文性日趋黯淡，忽视人的心灵问

题、情感需求，阻碍了医学对复杂生命体的系统性探究。

人文学科可以到达生物医学无法触及的领域，医学文

学作品通过对患者疾苦、医生工作和生活、医患相处等方面

的深入刻画，能够唤起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同情、理解，对自

身工作的反思，对职业价值的认同，以及对生命本质的体

悟、洞悉，从而影响到临床实践行为［1］。
2001年，叙事医学（NarrativeMedicine）由美国医生Charon［2］

首次提出，明确了叙事医学的定义，即用叙事能力对他人的

困境进行认知、解释并被触动进而见之于行动的医疗实践。

叙事医学叙事类型多样，包括病患、医护、作家以疾病为主

题书写的各类体裁作品［3］。
叙事医学的提出，为医学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

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转变提供了全新、有效的实践

工具［4］。
二、国外叙事医学在全科医学领域的发展现状

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已将文学叙事纳入医学

教育之中；2001年，叙事医学正式提出后，美国、英国、加拿

大等国迅速将其融入医学教育；2010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将

“医学人文主题”和“医学人文技能”设为必修课［5］。2011年
以后，叙事医学在国外医学界继续得到关注，研究内容进一

步细化，并在医学教育领域当中普遍应用。临床领域，“平

行病历”作为叙事医学最主要的实践方式，也为医务工作者

们熟悉和使用。《美国医学会期刊》等多家国际知名杂志社

为医生进行反思性写作开设专栏。

叙事医学已在国外医学界得到了较好发展，然而直至

2019年 8月，以“general practice”，“narrative medcine”为关

键词，通过 PubMed搜索到的相关文章仍极少，可见现阶

段国外对叙事医学应用于全科医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展

有限。

三、国内叙事医学在全科医学领域的发展现状

2011年杨晓霖［6］发表了关于西方叙事医学的论文后，

叙事医学在国内开始得到注意，相关文献数量逐年增加。

此后，研究热点持续集中于理念引进和初步实践阶段，基

于本土的叙事医学教育和临床应用体系架构方面研究较

少［7］。2018 年，中国老年医学会急诊分会成立叙事医学

专委会，创立《叙事医学》杂志，叙事医学被列入住院医师

规培教材。2019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

学院”。

在叙事医学教育方面，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设置比

例远低于西方国家，且多以选修课形式为主，难以保证教学

DOI:10.3760/cma.j.issn.1005‐1201.2020.0.001

··635



中华医学杂志 2020年3月3日第 100卷第8期 Natl Med J China，March 3, 2020, Vol. 100, No. 8

质量［8］。北京大学和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八年制医学生

有撰写人文病历要求。2016年，天津医科大学开设了《西方

经典文学中的医学叙事》课程，通过文学阅读和平行病例写

作等教学手段，培养医学生叙事能力。有学者在南京市内

四所医药类院校进行调查，结果无一开设叙事医学相关课

程［8］。而将叙事医学真正应用于临床的医疗单位则更是少

之又少，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西安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9］、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10］等医院陆续有医生

和医学生开展平行病历方面的探索和书写。

叙事医学在全科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直至 2019年 8月，以“全科医学”和“叙事医学”为关键词在

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仅8篇。

四、叙事医学在我国全科医学领域应用的必要性

1.叙事医学可有效提高医务人员与医学生人文素养。

有学者研究发现，医生视野注重疾病存在、疾病发展规律和

治疗方案等；而患者视野关注疾痛存在、心理感受、渴望深

度心灵治疗和深度沟通［1］。可见医生的人文关怀意识缺

乏，共情能力薄弱。而全科医学，作为一门面向社区与家

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

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一门更加注重全人照顾理

念，即把人看成生物、心理和社会三方面协调统一的整体，

强调心理和生理相互联系的临床学科，对医务人员的人文

素养有着更高的要求。R.Charon提出叙事医学实践使医务

工作者与患者的关系，以及医务工作者与学生之间的联系

更为密切，同时提高职业精神，加强医务工作团队的有效

性［11］。我国多项研究证明，叙事医学能够培养医务人员的

叙事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引发自我反思、提

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增强职业认同感［12‐15］。在全科医学

领域，有研究者对参与叙事医学教育的全科医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结果，即叙事医学能够增强职业认同

感、共情意识和医患沟通能力［8］。
因此，叙事医学在全科领域的应用推广对提高全科医

生和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2.叙事医学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国内外多

项研究已证实，叙事医学能够通过提高临床医务人员人文

素养，进而有效改善患者在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力等方面的

临床治疗效果。有研究表明，叙事医学干预下的照护模式

能够有效缓解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提高

治疗依从性，控制和改善血糖水平［1］。对老年冠心病便秘

合并焦虑患者进行研究表明，叙事医学的干预能够明显改

善患者大便次数和性状，提高生活质量，增强自信，改善预

后［16-17］。对膀胱癌、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和乳腺癌患者的研

究，也显示了类似结果［18‐20］。
全科医生面对大量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等慢性病患者，漫长的病程往往会给患者带来长久的精神

压力和负面情绪，降低其生存质量满意度，影响疾病治疗效

果。提高全科医生叙事能力，能够增强患者面对疾病的信

心和决心，改善躯体和精神生活能力，有效提高患者依从

性，对改善疾病预后起到重要作用。

3.叙事医学可有效缓解医患矛盾。2008年，中国医师

协会发布数据称，90%的医患纠纷都跟沟通不当有关。提

高医务人员医学叙事能力和共情能力，或渴望达到医患视

域融合和医患沟通最佳效果［20］。近几年，陆续有学者通过

分析医疗纠纷调解事例等方式，阐述了叙事医学在处理医

疗纠纷方面的重要价值［21］。另一方面，全科医学科作为一

门新型学科，进入大众视野尚不久，不少患者对全科医学专

业不甚了解，甚至对全科医生的工作表示不信任，而全科医

生和全科医学生的叙事医学创作，为广大群众了解全科医

学、了解全科医生提供路径，促进医患互通，缓解医患矛盾。

五、叙事医学在我国全科医学领域发展的阻力

医学生课程负担重，医学文学相关课程时数少，且主要

以选修课形式开设，课程质量难以保障。其次，指导教师的

个人素质对叙事医学教育效果的影响也很大，但是目前医

学院校人文方面师资状况存在总量储备不足、个体差异过

大的问题，且对“叙事医学”理论的关注度不高。这些现状

都不利于我国医学生叙事医学能力的培养。

在临床实践方面，践行叙事医学需要医务人员与患者

进行叙事性访谈沟通，在此基础上书写平行病历，而全科医

疗团队普遍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工作负担重。如何化解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在全科医学领域推广叙事医学

不可忽视的问题。

六、如何在全科医学领域推广叙事医学

1.医学院校加强叙事医学相关人文课程建设：建议各

大医学院校为全科医学生构建起以叙事能力为核心的人文

素养教学体系，同时培养和引进一批叙事医学专业从事者，

为全科医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叙事医学教育［22］，进行如平行

病历的撰写等叙事医学核心技能的培训。有学者指出，吸

收和借鉴语言教学的经验，利用语言课堂，或在专业课程中

实施叙事教学，也可以有效提高医学生的医学叙事能力［23］。
此外，中低年级医学生必修的思政、人文类型的课程中可以

搭载叙事德育板块，并将其纳入期末考核。

医学院校可开展叙事医学相关讲座、平行病例撰写比

赛，定期组织全科医学生医学文学作品阅读，并为学生开设

医学文学创作专栏，培养全科医学生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

2.基层医疗机构加强叙事医学的组织支持：组织支持

会通过心理资本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投入产生直接的影

响［24］。因此，基层医疗机构对全科团队提供叙事医学的组

织支持，对于叙事医学在全科医疗领域的推广意义重大。

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开设叙事医学讲座和相关培训，每月举

办医学文学作品阅读会，并为医务人员进行文学创作提供

创作园地，如网站、微信平台、书刊等，对优秀作者给予适当

奖励。建议采用平行病例制度，规定医务人员定期完成一

定数量的平行病例。

3.医学界和文学界为叙事医学提供资源和平台支持：

医学院、医疗机构等各大图书馆建立医学人文素材库，以供

大众阅读和学习；各大网络等相关媒体设立叙事医学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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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网络课程等学习平台，加强叙事医学在我国的推广和应

用；鼓励杂志开设专栏为全科医生、医学生和患者等进行反

思性写作提供创作园地，为诸多医疗问题的反思和讨论提

供更开放的交流平台，增进医患互通，推动医疗改革。

总之，叙事医学已被国内外研究证实能够提高医务工

作者共情能力、引发自我反思、增强职业认同感等，间接改

善对患者生理、心理等多方面的治疗效果，然而，我国对叙

事医学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级阶段。推进叙事医学在全

科医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应用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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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题（均为单选题，已注册参加本栏目学习者可获得

Ⅱ类继续教育学分，答题二维码和方法见活插页）

1.叙事医学的首次提出者是（）

A：古希腊西波克拉底；B：美国特鲁多医生；C：药王

孙思邈；D：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R.Charon；E：以上都是

2.最早将“医学人文主题”和“医学人文技能”设为必修

课的学府为（）

A：北京大学医学院；B：伦敦国王学院；C：哈佛大学医

学院；D：浙江大学医学院；E：以上都是

3.中国叙述医学关注高涨的标志是谁发表了“关于西

方叙事医学的论文”之后（）

A：王仲；B：耿庆山；C：杨晓霖；D：丛亚丽；E：以上都是

4.叙事医学研究的内容（）

A：病患者；B：医护人员；C：医患关系；D：医学人文等；

E：以上都是

5.中国《叙事医学》杂志是哪一年哪一月创刊的？（）

A：2018年 1月；B：2018年 7月；C：2018年 9月；D：2019
年1月；E：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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