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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说 ! 社区版

特殊而宝贵的人生体验
对于临床医学生而言，局解（局部解剖

学）不是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是普通的一门
课，而像是一则记录他们成长和转变的故事。
关于局解的体验，亦不能用只言片语说清：从
初识局解，到完成课程，医学生对这门学科的
态度发生了细腻而复杂的转变，相应地，他们
对于人生的理解也变得更为深刻。

第一堂局解实验课前，大多数医学生的
心情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期待、好奇与紧
张———期待于动手实践的难得体验，好奇于
大体解剖的神秘面庞，紧张于未知事物的陌生
难测。何白慧同学这样说：“局解实验可以说是
医学生基础学习阶段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人
体的机会，所以一开始，我们对操作很期待。这
种对于全新课程的好奇与对于未知实验的迷
茫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最初的状态。”

在正式进行解剖操作前，所有人都要进
行集体默哀仪式———弯身行礼，以表恭敬。这
是每一名医学生的第一课，也是必修课，尊重
死者、正视死亡是进行操作的前提。默哀仪式
可繁可简，可短可长，但一定得有仪式感，它
为每一位普通又不普通的大体老师标定其背
后动人的精神内涵———同学们开始渐渐意识
到，面前摆着的血肉不是没有生气的教辅工
具，而是曾经鲜活无比的生命。

从医学生群体的层面来说，局解课程的
学习是严谨有序、循序渐进的自我提高。实验
开始前将每一步操作熟稔于心，实验过程中
向老师虚心请教、与同伴相互督促，实验结束
后及时总结、反哺理论……在无数个挑灯夜
战的日子里，操作视频被周而复始地播放，操
作图谱被五彩缤纷的笔记填满，这一切的一
切，只为在面对安然仰卧的大体老师时，能够
清晰地回忆起要领，能够减少错误，能够审慎
行事。

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成长往往发生
在某些个不经意的瞬间。有同学说：“我们每
次操作都需要有一个人去翻图谱和笔记做口
头指导，我第一次对这门课有真切的理解就是
在‘翻书’的时候。前两次实验我都是操作者，只
顾着埋头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而当我置身操
作之外时，我得以顾及整体，竟突然发现自己
身处的原来是这样的环境———大体老师无言
无声地躺在解剖台上，医学生专注地忙碌着。
你一下子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观察和体悟，医
者仁德之心的培养就是从这一张张解剖台上
起步的。”又有同学说：“我觉得对大体老师的尊
重不仅体现在鞠躬致敬这些仪式化的流程里，
更体现在操作结束后是否清理干净台面、是否
将大体老师轻轻安放好。这些都是最容易被人
忽略的细节，但也是最能体现一个人责任感的
地方。”还有同学说：“我不了解我的大体老师，
甚至完全不认识他，但每每面对他时，我就忍
不住想自己以后会不会愿意躺在这里，献出自
己的身体。人如何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也许
这就是最好的方式吧。”

局解操作让医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
体，对生死产生了感性的认识，也为心中增添
了一份温情。在临床医学生的人生轨迹中，它
是一段无法替代的珍贵经历。

知识技巧与人文关怀并重
解剖学历史悠久，内容庞杂，王圣明同学

给予了这门学科一个很直观、很恰当的概
括———严谨艰难。也正因为此，对于局解这门
学科，他说：“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才能对得起
这样的奉献。”

局解实验最显著的实用价值就是它和外
科手术的联系。出色的外科医生，乃至所有科
室的医生，都需要坚实的局部解剖学学科基
础，并且需要根据临床的需求不断温习理论
知识。何白慧同学在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后对
此深有感触：“局部解剖学让我们对人体结构
形成初步的形象记忆，在手术跟台时会熟悉
很多，操作也会顺畅很多。”同样进入实习阶
段的施展同学说：“一个手术需要从哪个间隙
进入，又要避开哪些神经和血管，等需要用到
这些知识时，你又会回头翻开解剖学课本来
看，常常会有种顿悟的感觉。”

解剖教研室的李锋老师认为解剖学教学
是从单纯记忆理论知识，向形态思维和逻辑
思维的过渡。可以说，解剖知识和临床技巧是

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而且解剖学的奥妙在
于，学的时候许多问题抽象难懂，但在上了临
床后，随着眼界的长进，就会对旧难题产生新
理解，乃至彻悟。确实，当从捧着书本的医学
生成长为接触病人的医生，对应地，对大体老
师和整个学科的理解也上升了一个层次。

大体老师捐献出自己呵护了一辈子的身
体，纵使“千刀万剐”，也甘愿为医学事业做出
贡献；学生在从普通人变为医生的艰难过程
里学习、犯错、再学习，然后蜕变、成长。医学
教育想要培养一代什么样的医生，想要如何
培养医生，在局解实验课上就可以反映出来。
拥有三十余年教龄的李锋老师谈到：“大体老
师的献身精神是一种无比崇高的精神，是人
类善良、责任、爱心的集中表现。大体老师是
人体解剖学、乃至整个人类医学的无语良
师。”解剖课老师的这种态度也每时每刻影响
着学生们。老师们没有催泪的言语和华丽的
辞藻，但却在实践中用他们精湛的专业水准

和教书育人的品行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常常
有老师这样说：“我们要培养的是医生，而不
是看病机器人。”解剖教研室的沃雁老师说：
“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把大体老师当做‘人’，
而不是‘物品’。”诚然，临床专业的医学生在
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面对的是人，而不是一堆
组织、器官的组合，要想做个德艺双馨的好医
生，就不能机械化地处理问题，不能在病人身
上胡来。而这些品质的培养，在学习局部解剖
学课程时就已经开始了。

局解实验课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权威
感，同时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文关怀，这样
的特质也是和临床医学这个专业、临床医生
这个职业相对应的。用人文情怀关照医学生
教育，具有长远的意义。

感恩教育和生命教育的践行
在刚开始上局解课时，学生对于大体老

师的敬重之心是真切而稚嫩的。他们万分敬
佩大体老师做出的无私而高尚的决定，但却
无法想象曾经鲜活的生命因何做出如此抉
择，也并未真正理解老师的付出对自己意味
着什么、对医学意味着什么。而最后一节课
后，很多人都默默地再一次向大体老师鞠躬
致敬，并轻声念道：“大体老师请安息吧。”

从战战兢兢、按部就班地操作开始，到逐
渐茅塞顿开、思路明朗，再到最后扎实学科基
础，完善知识体系，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其
实也是感恩教育渗透的过程。感恩是以感受
为前提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医学生是少数
能够通过亲身实践的方式理解人体奥义的幸
运儿，在与生死的直接接触中渐渐懂得现今
所得到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许多善
者的馈赠。

李锋老师谈及对大体老师的看法时这样
说道：“死者将尸体捐献给医学院校供医学生
学习，这是死者和社会给予医学生的一种特
殊权利和待遇。”李老师在这里特别提出了
“社会”二字，充分说明医学生的身上不仅肩
负着专业使命，还肩负着极大的社会使命。一
份份遗体捐献协议，一笔笔力透纸背的签名，
满含着捐献者、家属以及他们所处的整个社
会对医生的信任与对医学的期待。正如一句
歌词所唱：“我不知道您是谁，但我知道您为
了谁。”医学生理应对这些人抱有感恩之心，
感激他们的奉献精神，感激他们毫无保留的
信赖，感激他们对医学走向昌明的推动。这种
感恩的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医学生在一
次次操作中不断体会、不断领悟，也不是戛然
而止的，应该渗透到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当中，
永远铭记、永远践行。

大体老师无言静卧，但其生前的这一捐
献决定足以震撼人、温暖人。十二次操作说长
不长，说短不短，十二次课以后，大体老师就
会完成他的使命，但在师生们心中，他们永远
是令人尊敬的老师。医学教育就是最好的生
命教育，它引导医学生对生命观进行重新审
视：“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那当死亡真正来
临之时，我们如何做到坦然和达观？生命的价
值有没有可能得到更大地发挥？受到这些言
传身教之后，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观
念？”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命题，答案不可能
一挥而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局解课是一把
“钥匙”，它试图在学生们面对解剖台弯下腰
的那一刻，开启一代代临床医学生对这些命
题的思考。

局解课也引导医学生重新审视医学观：
医学到底以什么为中心？面向微观方向的医
学研究进展神速，细胞、分子、基因各放异彩，
但是临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应该是
人。也许随着科技的发展，局解课的形式会有
所变化，一些现代化的手段会被运用到其中，
但是它的内核是不会变的。它始终以人为本，
也教人直面生死；它激发医学生的职业认同，
也鼓励他们勇担社会责任。

感恩生命的馈赠
!!!从一堂局部解剖学课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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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的重
要基础学科，它与医学的发
展息息相关，又在普罗大众
中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从
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的
《人体的构造》奠定人体解剖
学的根基，到如今，3D、VR
等各类成像技术的运用使这
门古老而经典的学科再现精
彩，人体解剖学的发展经历
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历久弥
新。人体解剖学，尤其是解剖
操作已经和临床医学生建立
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