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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思维与创新》

内容概要

《医学思维与创新(供医学类、相关医学类专业用)》讲述了：作者编著的《医学思维与创新》一书，
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最新的医学科学和思维科学发展的成果为依据
，遵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较系统地阐述思维与思维科学、创造性思维的脑功能基础和医学思
维的基本原理、特征、类型、方法，医学科学家的个性品质和成功之路的历史轨迹，以及大学生创新
性社会实践的项目报告，以利于医学生以及医务工作者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从沟通心理开始，实现价
值认同，进而发展哲学思辩。《医学思维与创新(供医学类、相关医学类专业用)》作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临床医学的
创新教育研究”全国协作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立项的“服务
西部农村医学远程与实践教育模式的研究”2008年阶段研究的成果之一。它是课题组所有专家教授智
慧和汗水的结晶，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又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医学思维与创新(供医学
类、相关医学类专业用)》除了可供医科本科生、研究生作为课程教材外，还可作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和
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参考书。同时，对广大医学院校和医院管理干部改革思维方法、提高思维效率和思
维能力同样会有所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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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思维与创新》

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章 思维科学概述第一节 思维一、思维的概念二、思维的特征三、思维的外延关系四、思维
的基本形式第二节 思维科学一、钱学森提出的科学理念二、思维科学是知识创新的需要三、思维科学
的层次和学科构成四、思维和科学的统一第三节 脑科学研究对教育和思维开发的贡献一、跨越脑科学
和教育的鸿沟二、脑是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三、思维过程的神经网络模型四、思维的表达与开发第二
章 医学思维与学习第一节 医学思维概述一、医学思维的概念二、医学思维的产生和发展三、医学思
维的类型及其特征四、医学思维的方法第二节 临床医学诊治决策思维一、临床诊断思维二、临床治疗
思维三、临床护理思维四、循证医学思维五、人文精神思考第三节 医学思维和实践学习的发展趋势一
、科学学习方法的时代要求二、几种具有模式意义的学习方法三、研究型学习四、克服学习的“高原
现象”第四节培养信息素质，应用CAL技术一、信息素质的内涵和特性二、信息素质的培养三、应
用CAL技术〔附1〕医药卫生组织、机构和科研院所〔附2〕国际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网站〔附3〕国内
外常见的新闻组服务器地址〔附4〕医学新闻组实例第三章 创造性思维第一节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特
征和来源一、创造性思维的概念二、创造性思维的特征三、创造性思维的来源第二节 创造性思维的基
本形式和方法一、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形式二、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方法第三节 创造性思维的条件因素和
培养一、创造性思维的条件因素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第四章 创造性思维的技法训练第一节 创造技
法的精选一、精选技法要点二、常用创造技法第二节 基础能力训练一、文学记忆能力测验二、数学能
力测验三、注意力测验四、思维方法的训练五、语言推理能力测验六、创造能力测评七、培养、保障
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方法第五章 创造力培养第一节 创造力概述一、创造力的概念和作用二、类创造力
和假创造力第二节 创造力的结构及其活动模式和表现形式一、创造力的结构二、创造性活动的模式(
创造过程)三、创造才能的表现形式第三节 创造力培养的影响因素和创造性气氛的营造一、影响创造
力培养的因素二、创造性气氛的营造三、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第六章 成功者的成才因素及其规律第
一节 自然因素对成才的影响一、大脑与成才二、遗传与成才三、性别差别与成才四、年龄与成才第二
节 诺贝尔医学奖前百年回顾和展望一、诺贝尔医学奖前百年回顾二、21世纪的医学发展趋势三、诺贝
尔医学奖获奖者一览第三节 成才的心理品质和环境影响一、成功者的10种心理品质二、环境因素对成
才的影响三、创造型学生的特征第七章 医学创新性项目的社会实践第一节 医学专题社会实践的项目
学习引导一、社会实践的活动宗旨和项目指南二、项目学习的特征和意义三、项目学习的原则和形式
四、项目学习的设计和实施五、项目学习的评价和分析第二节 医学创新性项目社会实践选题和写作一
、医学创新性项目的选题二、医学创新性项目报告的写作[附1]医学生创新性社会实践团队报告习作—
—寻求医患关系平衡点的探索性研究[附2]医学生创新性社会实践个体报告习作——基础教育阶段近视
眼高发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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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思维与创新》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思维科学概述导学本章分析了思维科学及其知识创新，介绍了思维的特征、外延关系及
基本形式，阐述了思维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学科构成，提出了将学科研究的重大进展在构建创造性思
维的动态模型和促进思维的表达与开发方面，跨越了脑科学与教育的鸿沟，并归纳了科学思维的六大
要素。通过学习，要求掌握脑的神经系统的物质结构层次与赫曼提出的全脑剑造过程模式，创新思维
的动态模式构建；熟悉思维的一般概念，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科学的层次与学科构成，科学思维的
六大要素；了解思维的特征，思维的外延关系，思维科学的科学理念与时代的需要，思维的共振性特
征。第一节 思维一、思维的概念思维是对周围世界间接的、概括的认识过程，它反映对象和现象的一
般的和本质的特征，反映对象和现象之间的根本关系和规律性的联系。思维以高度复杂的人脑组织结
构为物质基础，对外部现象进行客观、能动的反映；它是借助于语言，并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
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理性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对经验进行有意识的探索，
该目的可能是理解，可能是决策或计划，也可能是解决问题、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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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思维与创新》

编辑推荐

《医学思维与创新(供医学类、相关医学类专业用)》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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