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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伦理学，即医学道德哲学。
它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融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为一体的交叉学科。
一方面，它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知识，需要我们继承和学习；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医学科学也日新月异，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广泛运用，促使医学研究在更
广阔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给医疗卫生和医药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给医学科学在科研方向、服
务领域、发展趋势、观念意识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医学伦理思想受到了诸多方面
的冲击，给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科学的背景上，对医
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道德要求，要求医务人员既要从医疗技术方面，也要从思想
意识方面主动去适应这种变化，迎接挑战。
再者，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医生这一职业关系到人的生、老、病、死，医德水平的高低、医德修养的
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为了贯彻医疗卫生行业标准，规范执业医师思想和行为，尤其是为了适应规范执业医师和执业护士资
格考试的需要，按照教材编委会的要求，我们承担了《医学伦理学》教材的编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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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一、道德（一）道德的含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中，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
人们生活在社会上，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各种生产和生活活动，必定会产生各种矛盾，在这些
复杂的、多方面的矛盾中，最根本、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利益的矛盾，这就要求人们对彼此之问的关系
，经常自觉地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个人行为加以必要的约束。
这样就会产生如何处理人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解决这些矛盾的态度和行为如何以及对这些态
度和行为的看法和评价等一系列问题。
但强制性的政策、法规并不能使人们完全自觉地控制个人行为和调整他们之问的相互关系，还需要依
靠道德进行调整。
因此，道德是由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并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
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它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三部分。
一定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会产生一定的道德要求，而人们具体的社会生活存在也决定着人们的道德意
识和道德实践。
社会各种矛盾的社会调解需要一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意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榜样感化和思
想教育等途径，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情感信念、品德修养，并转化为道德理念，制约和引导人们的
行为，从而调节社会关系，实现道德的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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