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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医患文化建设

王兵兵， 阎瑞霞， 邓佩云， 潘　 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实则是医患文化的冲突，可见建设和谐的医患文化尤为重要，而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构建医患

文化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本文基于互联网的发展，阐述了医患文化的内涵和来源，以及互联网对医患文化的影响，也提出构

建医疗文化体系，完善医患文化的可行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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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医患文化的内涵和来源

１．１　 医患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不同地域，不同行

业，都有各自的文化，且各不相同，时刻影响着人们

的行为取向。 毫无疑问，医者和患者在医疗活动中，
也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这就是医患文化。 目前，人们

对医患文化不太了解。 然而，学界很早就提出了医

患文化的概念，而且论述了其在医患交流时的作用，
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般认为，医患文化是指

在医疗活动中，医方和患方各自的世界观、价值观、
理想信念、行为准则以及思维方式的总和［１］。 医生

和患者所处的职业背景、遵守行业行为规范不同，导
致医患双方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方面存在着个体差

异，文化思维必然不同，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和认知

的偏差，这是引发医患冲突的文化因素，由于这种医

患双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导致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异。
１．２　 医患文化的来源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不同国家和民

族，生活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

也就存在文化差异，交往中容易存在冲突，这要求彼

此求同存异。 同样，医者和患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方

式、意识导向不同，在交往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就会

拥有不同的文化。 医者救死扶伤，患者消除病痛，二
者对立统一，以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惯沟通，难免会引

起一定的意向冲突，造成医患不和，引发医患纠纷。
医患文化随着时代而演变，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继

承与发展，具有时代性特点，反映了当时的医患关

系。 医患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概念，会受到众多因

素的影响，如社会经济、医疗制度、医疗水平、科技

等，且与社会整体的医学文化、伦理道德、价值标准、
思维导向等紧密相关。 经由分析可知，若要缓和紧

张的医患关系，必须继承和弘扬优秀的医患文化，建
设适应新时代的医患文化，引导医患和谐相处。
２　 互联网对医患文化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医患文化建设

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提供了新的沟通视角，同时也将

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普及和网

络医生的出现，患者获取相关医学知识更加容易。
医患文化与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有机结合，则必然

带来医疗环境的改变和医患关系的改善。 只是海量

的网络医学信息，复杂的网络环境，却也为互联网时

代构建医患文化提出了不小的难题。 对此拟做探讨



分述如下。
２．１　 互联网技术的机遇

（１）医生权威相对下降和角色的转变。 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患者能随时查阅相关的医学知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医生的权威，医患地位趋于

平等。 在加拿大，网络已经取代医生成为许多人健

康信息的第一来源，７０％的加拿大人通过上网查找

医疗和健康的相关信息［２］。 互联网对医患双方影

响很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就医行为，在某种

疾病中，患者可能了解了足量的医学知识，这于无形

中也降低了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在医

患沟通过程中，医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除了为患者

施以诊疗方案的专业引领外，还可以为患者未能涉

猎的知识和技能提供有益的补充。
（２）借助互联网平台，改善医患沟通效果。 医

患沟通是医患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医患沟通

质量直接关系到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３］。 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为医患双方搭建了高效沟通桥梁，沟
通渠道也更为多样。 比如医疗网站的建立，不仅帮

助患者查询需要的信息，还拓展出线上交流方式，如
此一来医生就可及时为患者开展答疑服务，甚至实

现远程在线诊疗。 此外，一些应用软件的出现，改变

了医患沟通方式，如微信、ＱＱ 等软件，借此医生就

可以采取一对一深入沟通形式，随时了解患者情况，
从而确保得到最佳沟通效果。

（３）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就医满意度。 互联网

技术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创造了优质支撑条件。
如，医院的电子病历信息系统的创立，系统中记录了

病人诊疗周期内的各种生命体征值，这样一来则方

便了医生有针对性地制定诊疗方案。 而对于患者看

病排队花费很长时间的情况，则可通过选用互联网

技术来完善医疗设施，推出自动化服务系统，如网上

预约、电子挂号系统、就诊信息查询等系统，这样就

不仅能够节省患者就诊时间，而且还能保证医疗活

动的有序性。 这种人性化服务，均有利于稳定患者

情绪，提高医患交流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４）有助于推行分级诊疗、减小就医压力。 中

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衡［４］。 一般情况下，大医院拥有丰富资源，患者涌

向大医院，造成一定的拥挤，加重医务人员负担，一
定程度上破坏了医患文化的秩序，同时部分基层医

疗资源闲置，浪费严重。 这就需要加强大医院与基

层卫生医疗机构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 利用互联

网技术，实施分级诊疗和转诊制度，加强信息互换，

充分利用各级医疗机构资源，这不仅可以缓解大医

院的压力，也降低了看病成本，为群众看病提供了方

便。
２．２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挑战

研究中，还应清醒地看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挑

战。 例如，有些个人或集团为了谋取利益，不顾及后

果，传播误导患者的信息；互联网发展迅速，部分医

生难以适应新变化，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角色暂时

不能转变，可能会对新型医患关系的尽快营建制造

阻碍等等。 互联网技术对建设医患文化只是提供了

技术支撑，并不是万能的，医生要积极利用互联网的

便捷，向患者推荐可靠的网上医学知识，全面了解患

者的多种需求和感受，才能更好地做到对症下药。
３　 建立良好的医疗文化体系

当代医学不断发展进步，医学学科分化精细，对
当代医患文化的建设也是极大的挑战。 医患文化是

医院发展的软实力，是推动当代医学发展的内在动

力。 时下，医患文化建设已经逐渐受到医疗机构的

重视，而且也已经意识到优秀的医患文化，有助于减

少医患纠纷，维持医疗活动的正常运转。 医患是文

化建设的主体，全面把握双方因立场不同而造成的

差异，必须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才能建立合理有序

的医疗文化体系。 不言而喻，建设医疗文化体系尤

为重要。 这里给出重点研究论述如下。
（１）重视医护人员的素质培养。 作为医疗机构

的主体，医者的专业水平、文化修养、职业道德素质、
沟通水平、行为规范等对建设医患文化有很大影响。
所以要求医护人员必须有过硬的医疗本领、高超的

沟通能力、丰富的文化知识、高深的职业修养。 医疗

机构加强医务人员的文化培养，必须要有明确的目

标和计划，持续不断地分阶段、有步骤地付诸实施。
（２）充分利用互联网。 在信息快速发展的当代

社会，互联网对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影响极大，合
理利用互联网，营造良好的医患网络环境，传播正确

的医学知识，让患者更方便地查阅相关知识。 现今

社会信息趋于透明化，要有效解决由文化差异带来

的医患纠纷和冲突，必须实现医患文化交融，让医患

之间信息相对对等。
（３）政府要重视医患文化建设。 政府应该全面

把关，加强管理，重视医患文化建设，向医患群体传

播积极的医患文化，用优秀的文化武装医患群体，营
造和谐的医患氛围，引导医患双方，明确各自拥有的

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如此才可为构建和谐的医患文

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转第 ３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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