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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根据医师执业的实际需要，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组织医学教育、医学考试和教育测量专家研究提出了临床、口腔、公共卫生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准人的基本要求，包括基本素质、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要求申请医师资格
者不仅要具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知识和能力，还要具有必要的人文素养。
根据医师准入基本要求，我中心于2008年组织对原《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作了修改和补充，卫生部医
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已于2009年正式颁布并施行。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包括实践技能考试大纲和医学综合笔试大纲两部分。
医学综合笔试部分将大纲考核的内容整合为基础综合、专业综合和实践综合三部分。
为帮助考生有效地掌握其执业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能
够安全有效地从事医疗、预防和保健工作，根据新大纲的要求和特点，我中心组织专家精心编写了医
师资格考试系列指导丛书。
　　本系列指导丛书包括临床、口腔、公卫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二级三类的《医学人文概要》、
《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应试指南》、《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应试指南》、《医师资格考试模
拟试题解析》共19本，2009年已正式出版16本。
通过一年的使用，专家和广大考生反映良好，并对系列丛书提出了修改建议。
我中心再次组织有关专家对部分章节进行修订。
为体现医学人文在执业医师考试中的重要地位，提升执业医师人文精神，将原各类别《医师资格考试
医学综合笔试应试指南》中有关医学伦理、医学心理与卫生法规的内容分离出来，单独成册，新编《
医学人文概要》，供各类别考生使用。
同时，还首次编写口腔执业医师和口腔执业助理医师《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应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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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兴趣与好奇兴趣状态是一种先天预置的感情状态，是两等动物和人类在”物驱力”情况下寻找刺
激的内在动机。
当儿童处于唤醒状态时，只要有情绪性情境线索出现，知觉和注意的指向反应以及警觉和探索行为就
会发生。
早期婴儿对外界物理的或社会性刺激的反应驱动型，被看作是人类兴趣和好奇心的内在来源。
2．快乐儿童最初在生理需要的满足中得到驱力愉快，在某些活动中得到感觉愉快，在有趣的游戏中
得到享受。
总之，对成人和儿童而言，快乐是在完成有意义的活动中得到的。
3．痛苦和悲伤痛苦是最普遍的负性感情状态。
痛苦由持续的超负荷刺激所诱发，是反抗和应付不良刺激作用的强烈反应。
引起痛苦的刺激很多，疼痛、噪声、寒冷、灼热、失望、失败以及痛苦本身均为痛苦的激活器。
痛苦一般与悲伤同步发生，悲伤似乎是痛苦的表现形式。
4．恐惧恐惧是一种最有害的情感状态，强烈的恐惧会导致猝死。
研究者指出，恐惧有先天预置的特性，恐惧的特性包括突然性、新异性、剧烈性和危险性。
大声、黑暗、突然的变化、孤独、陌生、疼痛等均是诱发恐惧的天然线索。
恐惧具有很强的压抑效应，对思维和行为有显著的负性影响。
5．愤怒和敌意愤怒是一种激活度很高的负性情绪。
有实验证明，限制4个月婴儿手的活动数10秒钟，婴儿即发生愤怒反应。
心理方面的限制，如限制愿望的实现或自我表现均可诱发愤怒。
愤怒是自主神经系统活动，使整个机体处于激活状态。
因此，愤怒容易引起攻击行为，也会瓦解认知和智慧活动。
但愤怒也有较强的自信维度，能使人奋发努力。
日常工作生活中，机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发生一系列反应，这种反应随着不同的情绪状态形式、强度
和作用时间的不同，给人们的行为和身心健康带来不同的影响。
积极稳定的情绪有利于人们心身健康，调动工作积极性和提高工作效率，而不良的情绪则降低工作效
率，影响心身健康，甚至导致心身疾病。
1．情绪是适应生存的心理工具情绪是进化的产物。
在低等动物种系中，所有的情绪只是一些具有适应价值的行为反应模式。
当特定的行为模式、生理唤醒及相应的感受状态出现后，就具备了情绪的适应性，其作用在于发动机
体能量使机体处于适宜的活动状态。
所以，情绪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为适应生存的工具。
人类继承和发展了动物情绪这一高级适应手段。
情绪的适应功能根本在于改善和完善人的生存和生活条件。
由于人生活在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里，情绪适应功能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人用微笑向对方表示友
好，通过移情和同情来维护人际联结，情绪起着促进社会亲和力的作用，但对立情绪有着极大的破坏
作用。
2．激发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情绪能够驱策有机体发生反应、从事活动，在最广泛的领域里为人类
的各种活动提供动机。
情绪的这一动机功能既体现在生理活动中，也体现在人的认识活动中。
生理内驱力是激活有机体行为的动力。
而情绪的作用则在于能够放大内驱力的信号，从而更强有力地激发行动。
情绪反应却比内驱力更为灵活，它不但能根据主客观的需要及时地发生反应，而且可以脱离内驱力而
独立地起动机作用。
3．情绪是心理活动的组织者情绪是独立的心理过程，有自己的发生机制和操作规律。
作为脑内的一个监测系统，情绪对其他心理活动具有组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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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组织作用包括对活动的促进或瓦解两方面，正性情绪起协调、组织作用，负性情绪起破坏、瓦
解或阻断作用。
研究证明，情绪能影响认知操作的效果，影响效应取决于情绪的性质和强度。
4．情绪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情绪和语言一样，具有服务于人际沟通的功能。
情绪通过表情来实现信息传递和人际间的了解。
其中面部表情是最重要的情绪信息媒介。
表情信号的传递不仅服务于人际交往，而且常常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媒介，这种情绪参照作用有助于
人的社会适应。
情绪的沟通交流作用还体现在构成人际的情感联结上。
如依恋、友谊、亲情和恋爱等都是以感情为纽带的联结模式。
情绪的组织作用体现在对记忆和行为的影响方面。
良好情绪状态下，容易回忆带有愉快情绪色彩的材料；如果识记材料在某种情绪状态下被记忆，那么
在同样的情绪状态下，这些材料更容易被回忆出来。
当人处在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时，倾向于注意事物美好的一面，而在消极情绪状态下则使人产生悲
观意识，失去希望和渴求，更易产生攻击性行为。
情绪具有明显的生理反应成分，直接关系到心身的健康。
不良情绪对个体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导致疾病的发生；二是降低机体的抵抗力，
例如恐惧、焦虑等消极情绪通过边缘系统影响下丘脑和垂体，使垂体功能失常而导致内分泌紊乱，机
体抵抗力下降。
情绪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引起的生理变化影响健康，严重时也可导致疾病。
乐观的情绪有利于健康和长寿，而严重的负性情绪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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