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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疆，岁月有痕。当时代的脚步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有人预言

新世纪将进入信息时代，人才的竞争将成为所有竞争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

的理念将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而健康与快乐成为以人为本的基本要素! 于是，

医疗事业便逐渐成为政府及民众关注的焦点，医学教育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

医务人才培育的主要承载者。

尽管教育改革之成败有诸多探讨，尽管医学教育按精英模式还是大众化

模式来发展有不少议论，但显而易见，新的西安医学院在新世纪的诞生，仍

然成为陕西卫生界一个热议话题，因为她承载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五年的

发展之路，昭示了一个道理，面向基层培养大批应用型医药卫生人才，以满

足人民群众求医问药需要的办学理念，符合陕西的实际，顺应大医疗的趋势，

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回首往事，人们总是感慨万千，因为有太多的人和事。有些可能因时代

久远被人淡忘，有些可能因人事更替而评价各异。但，历史就是历史，需要

我们用白纸黑字把它记录下来，需要我们以认真的态度、写实的手法把它描

述出来，《西安医学院校史初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诸多同道的呵护

下出炉了! 虽然阅读起来还有些粗糙，但毕竟有了一个概貌，有了一个六十

年的不凡记录，其发展历程书写了一部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艰苦创业史，

一部锐意创新、勇攀高峰的不懈奋斗史。在此，我向所有校史编撰者致意!

初创时期之艰辛，我们这一代人无从体会; 跨越发展之不易，我们感同

身受; 内涵建设之困苦，我们亲历亲为! 无论是办学过程的任一环节，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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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师生的参与、领导的支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要特别感谢那些默默

无闻，甚至在校史初稿未着点墨的同仁们，他们是学校事业的基石，我相信，

了解这所学校的人们，都会铭记在心的! 有道是:

六秩岁月沐风栉雨师生同走改革发展路，

三次跨越踌躇满志全员共抒未来辉煌情。

卫校、医专、医学院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链接和发展标志。在这种链

接中始终有一种精神支撑，那就是 “上善若水、自强不息”; 在这种标志内

必然有一个信念引导，那就是“厚德博学、精益求精”。

当往事已成过去，我们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党的医学教育事业方兴未

艾，莘莘学子的期盼正在演化为学校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写春秋，豪情满

怀为明天”依然会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愿关心过学校过去，关注着学校未来的所有人共勉，并继续为西安医学

院这株幼苗培土浇水、修枝整形，使之早日成为注重健康、关爱生命的参天

大树。

祝我们共同的西安医学院明天更美好!

院长:

2011. 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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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缓缓碾过，留下了厚重的痕迹……

三秦大地上，几辈西医人秉持“济世救人”之精神，往而复来，革故鼎

新，代代相传，源远流长……

甲子轮回，弹指一挥间，根植于汉唐古都这片土地的西安医学院迎来建

校六十周年暨升本五周年华诞。六十年砥砺进取，六十载桃李芬芳，六十年

的流金岁月造就了“西安医学院人”的智慧和勇气。

翻开学校史册，其发展变化的画卷，谱写了一曲创业篇章，记录了西安

医学院人艰苦跋涉，风雨兼程，勇于登攀的雄健身影。西安医学院的发展史，

是一部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艰苦创业史，更是一部锐意创新、勇攀高峰的

不懈奋斗史。

西安医学院始建于 1951 年，其前身是陕西省卫生学校，1959 年陕西省政

府决定在陕西省卫生学校增挂陕西省卫生干部学院的牌子。1994 年 2 月，省

政府决定将学校改制为陕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06 年 2 月，经国家教育部

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西安医学院。

建校六十年来，学校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秉承 “厚德博学、精益求

精”的校训，积淀并形成了“上善若水，自强不息”的西医精神，走过了创

业、发展、壮大的不平凡历程。

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目前学校发展已颇具规模。含光校区、未央校

区校园占地面积 881 亩，建筑面积 36. 3 万平方米。学院现设有临床医学院、

药学院、护理学院、医学技术系、口腔医学系、公共卫生系、英语系、人文

科学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基础医学部、公共课部、体育部、继续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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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 13 个教学单位，设有 13 个实验中心、1 个科研中心。学校现有直属附属

医院 2 所 ( 均为三级医院) ，非直属附属医院 14 所，教学医院及实习基地 74

个。

2010 年 5 月，学校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开办有普通本、专科教育和各

类继续教育，涉及医学、文学、管理学多个学科门类，现有 15 个本科专业及

专业方向，24 个专科专业及专业方向，4 个成人本科专业 、5 个专科专业。

其中，护理专业被陕西省教育厅评为教学改革优秀试点专业和普通高校省级

本科特色专业; 临床医学专业被陕西省教育厅评为省级重点专业，药学专业

被陕西省教育厅评为省级本科特色专业。

学校现已形成以医学为主、专业结构布局较合理、有着鲜明特色的教学

型医学本科院校，具备较强的办学实力，朝着建设高水平医学本科院校稳步

迈进。

学校现有教职工 1943 人，其中专任教师 1085 人，副教授职称以上 357

人。在籍学生 17979 人，其中本科生 7795 人，专科生 9880 人，成人学历教育
304 人。建校至今，学校已先后为国家培养出各类毕业生 5 万余人。学校一贯

重视基础理论和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较

高的综合素质，深受用人单位的青睐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尤其升本五年来，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明显成绩，获得陕西省政府颁发

的“普通高校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 项; 获省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项目立项 9 项。其中，7 门课程评为“省级精品课程”，使学校省级精品课程

达到 12 门; 机能实验中心被评为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药学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被评为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药理学教

学团队评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护理学为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神经病

学为省级医疗单位重点学科。获得各类纵向课题 79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 1 项，其中省科技厅课题 22 项，厅 ( 局) 级 51 项。我校教学科

研人员发表论文 940 篇，其中核心 ( 源) 期刊 275 篇，被 SCI 收录 9 篇，

ISTP收录 2 篇，出版教材、专著 93 部，发明专利 2 项。

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今天的西安医学院人，正承载着新

的希望，传承着历史的使命，驶向新的彼岸，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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