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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医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
医学伦理学的任务是阐述医学中的道德问题，揭示和论证医学中的医德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是研究道
德中的医学问题，阐述和论证符合医德的医学行为及其规范要求。
可见。
医学伦理学既是一门思想教育课程，又是一门医学基础课程。
我们在编写《医学伦理学》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到医学和伦理学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尽量使其具有
思想性、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该教材概念明确、观点清楚、论证条理；论及了本学科国内外关心的普遍问题；在基本问题、基本理
化、医德特点、医德作用、医德模式、医德历史、诊疗道德、医德品质等等许多问题上。
都有独到见解和详细论述，努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适用的好教材。
学习医学伦理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为社会伦
理指导，坚持医学实践，用科学的医德理论指导解决专业实际工作问题。
在《医学伦理学》的编写过程中，承蒙山东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全面指导，山东医科大学
成人教育处的热情帮助，以及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缺陷和不足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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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伦理学》内容简介：医学伦理学的任务是阐述医学中的道德问题，揭示和论证医学中的医德现
象及其发展规律；是研究道德中的医学问题，阐述和论证符合医德的医学行为及其规范要求。
可见。
医学伦理学既是一门思想教育课程，又是一门医学基础课程。

编写过程中，在充分注意到医学和伦理学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尽量使其具有思想性、先进性、科学性
和实用性。
该教材概念明确、观点清楚、论证条理；论及了本学科国内外关心的普遍问题；在基本问题、基本理
化、医德特点、医德作用、医德模式、医德历史、诊疗道德、医德品质等等许多问题上。
都有独到见解和详细论述，努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适用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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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什么是医德客体？
医德客体是医德意识和医德行为的受主和被动看，是“服务对象”和“部分医务人员”。
“服务对象”是疾病的被防治者。
“服务对象”既包括疾病的医治者，又包括疾病的预防者；既包括生病的患者，又包括未病的健康人
；既包括个体，又包括群体和社会。
可见，把医德客本仅仅理解为“生病的患者”，是不全面的。
“部分医务人员”也属于医德客体的范围。
在医务工作中，当两部分医务人员对于防病治病、服务对象的利益直接发生了相互间的协调关系时，
一部分医务人员是协调关系的主动者，另一部分医务人员则是被动者；前者就是医德主体，后者则是
医德客体。
可见，把医德客体仅仅理解为“服务对象”是不全面的。
2.关于医德现象的内容医德现象是医德关系的表现形态。
医德现象，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分为医德活动现象、医德意识现象和医德规范现象。
医德活动现象，是医务人员受医德意识支配的行为。
医德意识现象，是医务人员在医德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医德情感、意志、信念、观点和医德理论。
医德规范现象，是医务人员在医务工作中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以上三类医德现象，往往相互联
系，相互转化，有机结合，形成为医德现象的统一整体。
医德活动现象是医德意识现象的实践基础；医德意识现象对医德活动现象具有指导作用；医德规范现
象是在一定的医德活动现象和医德意识现象的基础上形成，从而制约和指导着医务人员的医德活动现
象和医德意识现象，成为全部医德现象的核心。
3.关于医德的称谓在众多的医学伦理学专著和文章中，对于医德有种种不同的称谓，给予规范化的界
定，有利于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1）“医德”别称谓之“医学道德”、“医务道德”、“医学伦理”、“医务人员的道德”、“医
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等等，皆可.但在一般情况下，最好称谓“医德”。
“医德”字简义明，雅俗皆宜。
但是，称谓“医学伦理道德”，确有“叠床架层之弊”，“所谓的‘伦理’，就是指的‘道德’；所
谓‘道德’也就是指的‘伦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①（2）医德按照社会历史时期划分，目前有两种称谓：一是称谓古代医德、近代医德和现代医德
（或当代医德）；一是称谓现代医德和历史上的医德（或传统医德）。
有人按照医学本身发展的特定时期称谓医德，即经验医学时期的医德，实验医学时期的医德和现代医
学时期的医德。
我们认为不妥。
其一，单纯按照医学本身的特点划分医德，不能包括和说明医德的社会内容；其二，“现代医学”是
什么含义？
是社会历史的含义？
还是医学特点的含义？
不清楚。
如果是社会历史的含义。
则与“经验医学”和“实验医学”的划分标准不一致；如果是医学特点的含义，却没有明确的特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伦理学>>

后记

《医学伦理学》参编人员分工情况：李文鹏：山东医科大学，拟定编写大纲，统稿定稿，编写第一、
二、五、六章。
吴琦：山东医科大学，编写第八、十六章。
陈亚新：南京医学院，编写第九、十二、十三章。
郭永松：浙江医科大学，编写第十、十一、十四章。
曹永福：山东医科大学，编写第七、十五章。
黎正良(李册  谢志清)：江西医学院，编写第三、四、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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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伦理学》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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