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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英征绝对是株洲市中心医

院的“网红”医生。

去年底今年初，新冠疫情袭

城，株洲人全体陷入焦虑惶恐，他

在自媒体发布的两条微信获得了

极高的点击量。他用接地气的语

言，把专业的东西讲得通俗易懂，

也给特殊时期的株洲人以安抚和

慰藉。

网络吸粉无数的谭英征现实

中也是一位有温度的医生。他认

为，医者医德在先，而医者师道在

于言传身教。他希望通过言传身

教，影响下一代医生。

有温度是一种职业态度

有一种说法是医学是理智的，

医生是冰冷的。

谭英征不否认社会上确实存

在这种现象，他希望改变它。“医学

不只局限于医疗技术、专业知识和

临床操作，医者要尊重生命，对患

者、家属有人文关怀。我教学的首

要任务就是把有温度的职业态度

传递下去。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

的，但一群人呢？”谭英征说。

事实上，他的态度也来自传承。

他依稀记得十多年前，时任感

染科主任，现为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的龙云铸对患者的态度。“他

和患者聊天，扶患者上病床，然后

打开卫生纸看患者浓痰，再去洗手

间看患者大便……”那些看似稀松

平常的事，却像一粒种子在还是住

院医师谭英征的心里生根发芽。

绝大多数医学生不乐意到感

染科学习。入科之初，除了带学生

学习院感知识，教他们保护自己，

谭英征还以史为证，告诉他们从事

传染病学的意义。“中世纪欧洲黑

死病、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

上世纪中期的中国肺结核以及这

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人类

哪一次群体劫难不是传染病导致

的？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置身事

外……”

除了教授医学知识、临床技

能，谭英征还以身作则，教学生如

何带着情感对待患者。

和患者聊家常，比如一些养殖

户的疾病诊断，便和他饲养的动物

有关。安抚新冠患者，有的人治疗

之时惶恐没底，治愈之后担心被歧

视，漫长寂寞的隔离病房，只有医

生和他们相伴。为有的患者介绍上

级医生和上级医院，比如市中心医

院暂时没有条件诊治，但依然有救

治的希望患者……

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一批又

一批实习生、住院医生、硕士生带

着温度走向工作岗位。

播下科研的种子

新冠鏖战三年，让谭英征对医

者责任有了新的见解。

从前的他，认为只要干好临

床，帮病人看好病就好了。疫情让

他看到科研的重要性。

中国被欧美“卡脖子”的不只

有芯片，还有生物医药、高端医疗

设备制造等领域。“比如这次疫情，

我们只能高价抢别人的特效药。”

除了带住院医师，目前，谭英征还

教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南华大

学、吉首大学医学院本科及硕士医

学生。“他们是中国医学的未来。除

了引导他们成长为合格的医者，作

为导师我还要为他们播下科研的

种子。”谭英征说

“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墨守成规不会带来医学进步，医者

要有新思维、新思路。在教学中渗

入学科科研最新信息、最新临床研

究成果，以及自己从事的科研课题

以及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能启发

学生创新思维，引导他们树立远大

理想。每一位有能力的医学生，除

提升常规诊断能力，做有温度的医

生，还要投身中国医学科技创新。”

谭英征表示。

他们是医生 他们是老师
朱洁 黄红斌

医者，拯救生命；师者，塑造灵魂。

在患者眼里，他们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在医学生心中，他们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作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市中心

医院是中南大学临床医学博士、硕士培养单位。本期健康周刊走进该院教学群体，通过 3位导师的教学故事，展现医学学习的严格与

艰苦、温情与大爱、志向与理想。手术刀与粉笔转换的背后是医者对生命的尊重，仁心仁术的代代相传是每个时代医者的职业信仰。

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致敬老师，致敬医生！

医者师道在于言传身教
感染科导师谭英征：做有温度的医生

2011 年的一个学期末，即将从中

南大学护理学院毕业的研究生田艳

珍，受邀来到长沙民政学院护理课堂。

从 1996年在株洲市一医院护理岗

位上带第一批实习生，再到 2008 年考

入中南大学护理学院成为研究生，多

次受邀走进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长沙民政学院等高校护理学课堂，田

艳珍的从教史已有 15 年。这堂课看似

稀松平常，却改变了田艳珍后来的人

生轨迹。

“最后一堂课”

田艳珍非常享受课堂氛围。

因为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她的课

堂不只有学生口中“枯燥”的理论，更

有大量的案例分享。学期初始，台下的

学生和当年念卫校的她一样，“懵懵懂

懂，根本不了解护理这个职业意味着

什么。”随着课程的推进，田艳珍感受

到学生情绪的起伏。

田艳珍讲如何陪伴患者走完生命

最后一程时，学生们哭了；田艳珍分享

儿 科 患 者 安 抚 窍 门 时 ，学 生 们 笑 了

……“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光，那是兴

趣，是新奇，是感动，是渴望……”田艳

珍回忆。

而这堂课，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堂

课，是期末她和学生告别，也是她决定

和过去告别。

课堂结束时，田艳珍对学生说，穿

刺、采血等护理业务肯定能熟能生巧，

但给病人有温度的护理，则需要护理

人员有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她告诉学

生，自己研究生即将毕业，她将脱下白

袍，走进高校……

真要告别了，田艳珍又不舍了。她

看到讲台下一张张错愕的脸庞……

学生让她触摸职业初心

田艳珍从不回避考研的初衷。

国 人 世 俗 观 念 里 ，护 士 社 会 地

位不高。在医院，护士似乎是医生的

配角，在很多患者心里，护士也只是

提 供 服 务 的 角 色 。田 艳 珍 希 望 通 过

深造，“转行”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学

教师。

“我没想到，我真的为这些懵懂的

孩子点亮了职业情感。那是一种自我

认可，是对自己职业的兴趣和热爱。那

我呢？我的职业认同感呢？”田艳珍问

自己。

那些护理病人的片段如电影般在

脑海里播放，田艳珍思考：护理教学的

意义到底在哪？

最终还是要落到临床工作和患者

身上。“最后一堂课”让田艳珍改变了

本来的决定，她又回到培养自己的株

洲市中心医院，又一次穿上白大褂。

建立职业情感
是成为优秀护士的第一步

经历让研究生毕业的田艳珍有了

不一样的格局和思考。

2011 年回归市中心医院后，她在

该院护理部教研组从事教学、科研等

工作。她的学生中有本科生、研究生，

虽然带不同学生的方式方法不同，但

目标是殊途同归的。“引导后辈成为优

秀护士，反哺社会是我作为老师最大

的心愿。”田艳珍说。

这些年，她为吉首大学医学部等

校培养护理专业研究生。结合当下老

龄 化 加 剧 、城 乡 医 疗 资 源 不 均 等 问

题，她带学生对慢病护理、社区护理、

农村基层护理等课题深入研究，走访

基层，收集数据，设计方案，探求破解

之道。

而在她所带的学生眼里，细腻、温

柔的田艳珍不仅是他们的专业导师，

更像亲人一样温暖。“田老师还关心我

们的生活点滴、人生规划甚至是人际

关系。因为她，我们更认可职业的价

值。她常说，真正热爱就能全情投入，

就能成为优秀的护士。”田艳珍的一位

学生表示。

9月 3日，周末，吴波文和他带的 3

名研究生来到市中心医院骨科待教

室。每月一期的读书报告会开始了。他

们一起分享了近期的生活和学习情

况，比如发表了什么文章，学习了哪些

文献等等。

吴波文的学生认为老师在生活上

是兄长，很关心他们，但在学业上“逼”

得有点紧。“谁都不敢松懈，毕竟月月

都要交流，我们只有不断学习……”湘

雅医学院的一个学生表示。

对此，吴波文表示，医学从来都是

不断更新发展的，医者需要终生学习。

“我院有的专家，当年只是中专起步，

现在五六十岁了，一样还到上级医院

进修、学习。学生们说我严格，但既然

吃了这医生碗饭，我们就要不怕苦。”

医学没有天花板

因为学历高、学位高，吴波文是市

中心医院 8 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

硕导之一，但南华大学本科，暨南大学

医学院硕士、博士毕业的他，认为自己

并非“学霸”。“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

需要终生学习的医学是没有天花板

的。”吴波文说。

所有的逆袭，都是蓄谋已久。时至

今日，他对自己临床、科研依然有着清

晰的规划，“每年一个小目标，三年一

个大目标。”

这也是他给学生每月安排一次读

书报告会的初衷，“‘逼’着他们养成自

主学习、终生学习的习惯。”

“医学没有天花板”的观点，也给

很多从基层上到市中心医院培训学习

的住院医生以鼓励。

关乎人类生命的医学大概是所有

学科中最严谨的，对医生的职业要求，

大概也是所有职业中最高的。

按照国家规定，每位执业医生，无

论是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还是来自

基层的医生，都需到三级以上医院进

行为期三年的临床培训。吴波文点燃

了很多跟着他培训的基层医生信心，

更给了他们龟兔赛跑的勇气。“只要你

肯学，保持学，即使起点低，即便在基

层，也一样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造

福患者。”吴波文对他们说。

倾囊传授学习方法

学习是终生的，但学习是有方法

的。学医本身就是加速度，想要提高学

习效率，需要找对学习的底层方法。

勤学善学的吴波文总结了自己多

年的学习经验，并将之倾囊而授。他鼓

励学生动手。特别是外科，看 100 遍不

如实操 1 遍；鼓励学生动脑，病情分析

如同破案，即便相同的症状可能都有

不同的诊断，即便同样的诊断，程度不

同治疗方案也不一，医生要对病情抽

丝剥茧；他还鼓励学生动口，治疗不是

一个人的决定，比如在骨外科，不要以

为把手术动好久就行了，如何与患者、

家属沟通，如何与同事、伙伴请教，都

离不开动口……

没有传承，医学难以持续；没有创

新，医学难以发展。吴波文表示，自己

的成长得益于很多师长的指点和帮

助，现在他要把这方法和经验传授给

学生，未来还将带领学生在儿童骨肿

瘤的治疗、骨外科前沿发展等领域不

断探索，贡献新时代医学导师的力量。

教学，一场和学生的
双向成就

护理学导师田艳珍：建立职业情感最重要

医者需要
终生学习
骨科导师吴波文：

所有逆袭，都是蓄谋已久

教学中的田艳珍

教学中的谭英征

教学中的吴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