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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医闹、暴力伤医、杀医等事件的频发，导致医务工作者身心受损等一些现实

问题的出现，结合新医科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对339名选修《法医学》课程并考核合格的本科生以无

记名方式进行调查，了解医学生对法医学知识的需求，分析课程建设改革，助力新医科人才培养，帮助

医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真正实现知识和技能从“学”向“用”的过渡，以期让学生通过学习更好地适应

未来岗位和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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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some hot social issues such as medical disturbance, violence to doctors and killing doc-
tors lead to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amage of medical workers.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al departments, we 
surveyed 339 undergraduates who took the course and passed the examination by anonymity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medical students for forensic medicine knowledge, analyze the curricu-
lu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help the new medical talent training. This can help medical students 
to truly realize the transi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from “learning” to “using” in their future 
work, in order to make students better adapt to the future positions and social needs throug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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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医学(forensic medicine)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并解决司法实践

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一门学科，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法医临床学、法医毒物分析及法医精神病

学等主干学科。法医学是解决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其他学科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的一些问题，为案件的

侦查提供线索，为案件的审理提供科学证据，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医学依据。 
根据最新统计显示，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目前设置有法医学专业的高校共 32 所[1]，其中大多数医学类

高等院校仅法医学专业的医学生能够系统全面地接受法医学知识的学习，少部分针对临床专业的医学生

设置有法医学相关知识的课程。但是在国外欧美发达国家，法医学教育早已被列为高等医学教育的必修

课[2]。随着新时代下“平安中国”建设的提出，人们法治意识的逐步建立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加，同时

一系列与法医学相关的电视剧，如 2005 年大宋提刑官宋慈的播出、小说如《法医笔记》等的问世，法医

学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医学生毕业后踏入社会从事与医学相关工作，经常会遇到与法医学有

关的各类问题，如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疗损害等，此外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医闹、暴力伤医、杀

医等事件的频发，导致医务工作者身心受损等一些现实问题的出现，结合当前形势和新时代建设的需要，

通过在医学生的教育中融入法医学相关理论知识显得重要且必要。 
2009 年至今，借助专业平台的优势，通过在非法医学专业的医学生中设置《法医学》选修课，不仅

让医学生了解并认同了法医学，同时更好地帮助了医学生在将来的行医生涯中警惕和避免医疗事故的发

生，理性和合法地处理应对医疗纠纷，及时发现可能的刑事案件并保留相关证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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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面提升了医学生的综合素质。 

2. 非法医学专业医学生对法医学的认知 

随着法医学逐渐被大众了解和接受，医科院校的医学生对法医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教研教改

项目为抓手，2020~2022 年对选修法医学的非法医学专业医学生共 339 名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95%以上的学生在未选修《法医学》之前对法医学的课程和知识感兴趣，感兴趣人

数在 96%以上。结果见表 1。 
 

Table 1. Interest in forensic science before study (%) 
表 1. 学习前对法医学是否感兴趣(%) 

项目 调查时间 调查人数(人) 率(%) 

对法医学是否感兴趣 

2021 春季学期 86 98.84 

2021 秋季学期 83 98.79 

2022 春季学期 93 96.77 

2022 秋季学期 77 100.00 
 

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学生通过电影、电视剧等途径了解到法医。结果见表 2。 
 

Table 2.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of forensic science 
表 2. 对法医学知识了解的途径 

项目 调查内容 调查人数(人) 率(%) 

对法医学了解途径 

微博、微信等媒介的宣传或者报道 

339 

56.22 

电影、电视剧 91.46 

书籍(小说、专业书籍等) 75.50 

家人或朋友的介绍 17.47 

3. 《法医学》选修课课程设置的不断优化和创新 

自 2009 年开设课程至今，不断完善课程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从最初的课程共 12 学时，每周 3 学

时，共 4 周，课程内容仅涉及法医学绪论、损伤的鉴别、交通事故导致颅脑损伤、法医物证学以及司法

鉴定介绍，内容比较粗浅；到 2022 年课程增设到共 36 学时，每周 3 学时，共 12 周教学，教学内容调整

优化为“理论课 + 实践课”相结合方式开展教学，理论课设置法医学概论、死亡学及死后变化、机械性

损伤、颅脑损伤、猝死、杀婴与虐待、法医毒物学概论、法医物证学概论及亲子鉴定、医疗纠纷及司法

鉴定、医学法学；实践课设置为标本观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见习。内容更加丰富、贴近医学生实际，

特别是在选修课中设置“司法实践”是教学改革的一项创新，增设的司法实践让医学生能更直观、更近

距离了解法医学知识的实践运用。极大提升了课程的内涵，也提升了医学生学习的兴趣。 
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法医学知识学习后，94.58%的学生认为开设该门选修课非常必要且对知识是有

益补充。结果见表 3。 

4. 法医学知识融入医学教育提升医学生综合素质 

对于医学生而言，法医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对指导其医学生学习法医学知识，是对医学知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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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这能开拓他们思路，为以后临床实践提高应变能力打好基础[3]。帮助医学生在今后工作、诊疗中

善于发现异常，更有利于揭露犯罪和打击犯罪，比如：涉及人身伤害、儿童性侵、虐待儿童、怀疑中毒

等恶性案件，能够避免单纯地考虑是“病”或者“伤”而误诊或造成证据损失，一方面延误病人救治，

另一方面造成后期取证困难。其次通过法医学知识的学习能够补充、增长一些非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临床医师在某些案件中可以成为证人甚至专家证人。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法医学常识后，

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推行，将有助于处理民事纠纷时各方达成一致，推动社

会和谐。同时医学生学习法医学知识，对准确判定死亡从而明确抢救措施、妥善保护突发事件现场以及

通过合理的临床治疗有效应对保险赔偿事宜等具有现实价值意义。 
调查结果显示，91.01%的学生对案例教学兴趣较高，73.98%的学生对标本陈列室的司法实践教学兴

趣较高。结果见表 4。 
 

Table 3.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offer courses in forensic science among medical students 
表 3. 在医学生中开设法医学课程是否有必要 

项目 调查内容 调查人数(人) 率(%) 

开设法医学课程是否有必要 

非常必要，且对知识是有益补充 

339 

94.58 

有必要，对知识有一定补充 3.39 

可有可无 2.04 

完全没必要 0.00 

 
Table 4. Favorite teaching links in teaching 
表 4. 教学中喜欢的教学环节 

项目 调查内容 调查人数(人) 率(%) 

教学中喜欢的教学环节 

司法实践：标本陈列室的参观 

339 

73.98 

课堂标本的展示 59.85 

理论课程的讲授 45.06 

案例教学的讲授 91.01 

5. 法医学助力医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反哺法医学教师能力提升和教材建设 

学校法医学教师长期从事法医学教学及司法鉴定实践，教学水平高、实战经验丰富，但均是围绕法

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进行的专业教学，没有开展过普及式教育的教学尝试。然而，通过法医学选修课的开

设，教学主要面向医学生进行法医学知识的普及式讲授，对知识的讲授方式和方法提出新的挑战，讲授

的法医学知识既要听得懂，又能用得上，既能有效促进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同时也能强化本专业

教学能力的转化和提升，促进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提高。此外，后疫情时代已经来临，新形势促

使教学方式方法的多样化、信息化，通过开设法医学选修课，可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4]，为

法医学知识普及式教学拓宽教学途径，为法医学一流课程开辟路径做出前期的尝试和探索。建国以来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针对法医学专业学生的教材比较成熟和丰富，而针对通识教育的法医学选修课教材较

为单薄，因此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法医学自编教材受到同学们的认可，通过法医学选修课的

不断完善教材内容也得到了有效的优化和完善，内容既要全面更要实用，因此对于教材建设来说提出了

更大的挑战，同时也促进了教材内容的完善[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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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形势下法医学推广应用，助力新医科医学人才培养 

建立适应后疫情时代医学生素质教育新路径、新方法，可推广应用于各类医科院校、综合性大学，

特别是设置有法学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也可进行《法医学》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便于适应岗位需要；此

外还可中文方式授课留学生，拓展“一带一路”视野下法医学的教育发展思路和视野[6] [7]。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彼此借鉴，相互渗透，彼此促进。医药等自然科学和法学等社

会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法医学的进步，法医学学科的发展也同样丰富了医药等学科的内容。法医的尸检为

临床提供了第一手病理学资料，最经典的案例如 SARS、COVID-19，这些尸检材料为临床医学和其他医

学研究提供基础，协助了病情的判定和治疗，在新的疾病不断出现，环境改变相关的疾病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法医学从病理改变、靶器官损伤的检验等方面对医学起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不仅指导临床用药还

可以提高临床诊疗效果，这种研究是填补医学研究空缺的重要手段。 
法医学关于死亡、损伤、中毒、猝死等深入研究的成果丰富了医学内容。例如通过对原因不明的猝

死研究，探讨其发病机制、神经精神的影响作用，对预防猝死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中毒案件的鉴定，

查明毒物的来源和进入体内的途径，阐明读物的中毒机制和病理变化，从而为中毒的急救和预防提供科

学的依据，法医学反哺临床医学的发展[8]。 
此外，临床医生对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构建“平安中国”方面发挥着“侦察兵”的关键作用，对于

揭露犯罪、打击犯罪中扮演着“狙击手”的角色，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医学

生通过法医学知识的学习，有利于揭露发现涉及人身伤害、儿童性侵、虐待儿童、怀疑中毒等犯罪，尽

早将罪犯绳之以法。另外，法医学是对医学知识有益的补充，这能开拓他们思路，为以后临床实践提高

应变能力打好基础。指导医学生在将来的行医生涯中警惕和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理性和合法地处理应

对医疗纠纷，及时发现可能的刑事案件并保留相关证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9]-[15]。 
因此，在医学专业中积极加强法医学知识教育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医学生中普及法医学知识必要

且迫切，为新形势下法治社会建设、实现“健康中国 2030 纲要”的战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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