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特色与发展：民族医学院校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
黄岑汉等主编．—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５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５５１－０４４０－７

　　Ⅰ．①特… Ⅱ．①黄… Ⅲ．①民族医学—医学院校—
教育研究 Ⅳ．①Ｒ２９－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５）第０９６６６９号

特色与发展———民族医学院校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
ＴＥＳＥ　ＹＵ　ＦＡＺＨＡＮ　ＭＩＮＺＵ　ＹＩＸＵＥ　ＹＵＡＮＸＩＡＯ　ＪＩＡＯＹＵ　ＪＩＡＯＸＵＥ　ＹＡＮＪＩＵ　ＹＵ　ＣＨＥＮＧＧＵＯ

黄岑汉　廖品琥　姚金光　黄秀峰　主编

责任编辑：陈勇辉　罗煜涛　黄　璐　　　　责任校对：何燕英
封面设计：韦娇林 责任印制：韦文印

出 版 人：韦鸿学 出版发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广西南宁市东葛路６６号 邮政编码：５３００２２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ｘｋｊｓ．ｃｏｍ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路６２号 邮政编码：５３０００７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字 数：３００千字 印 张：１５．５
版 次：２０１５年５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５年５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５５１－０４４０－７
定 价：３６．００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书书书

编委会

主　编：黄岑汉　廖品琥　姚金光　黄秀峰
副主编：赵丽娟　黄照权　吴琪俊　韦荣耀

韦建琨　覃丽燕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卓飞　王俊利　王金花　韦荣耀
韦建琨　农　圣　农乐颁　何燕芳
陆世惠　吴琪俊　周庆辉　林朝文
罗春英　罗艳红　姚金光　赵丽娟
赵善民　赵　爽　赵小平　赵　云
侯　芬　施桂玲　宾晓芸　徐志芳
凌雁武　莫颂轶　黄岑汉　黄照权
黄秀峰　黄锁义　黄俊杰　黄　敏
黄健伟　黄启川　黄泽汉　黄　翦
覃月秋　覃丽燕　蒙兰青　蒙缜之
蓝常贡　廖品琥　廖明华　廖长秀



前　言

前　言

医学是研究人、服务于人并且与人生命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为了使医学生

毕业后更好地服务于人，《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 （试行）》要求医

学生在毕业后要有广而深的医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

力、临床思维与实践能力、开拓创新能力，能够树立起良好的职业道德观。作为

培养医学专业人才的重要载体，医学高等教育如何在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中秉持

医学服务于人的根本宗旨，做好医学教育教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我校 （右江民族医学院）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在办学近６０年中，在医学人

才培养方面始终坚持 “三个不动摇”，即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服务不动摇，面向

基层服务不动摇，培养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不

动摇。因此，我校的医学高等教育如何做到既上通 “云端”，符合国际对医学教

育的标准，又要下接地气，其关键在于坚定不移贯彻和执行 “三个不动摇”。

一直以来，我校结合学校的发展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需要，通过项目立项

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积极开展研究，内容涉及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教师专

业发展的研究以及各种教学内容的整合、新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新

教育技术与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等。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校已经积淀

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我们着手整理、汇编，形成了今天的这本专著，以期一方面

扩大相应教育教学研究的影响力，进一步凝聚我校教育教学研究的特点，形成我

校教育教学研究的特色；另一方面推动医学教育教学研究发展，激发相关教师群

体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热情，为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积累经验。

本书收录的是近十年来我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分上、下两编。

上编内容为开展教育教学的模式改革与创新，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质量

监控与评价、临床实践改革与研究、网络教学研究与实践、教学方法改革与研究

等；下编内容为开展教育教学的实践与成果，包括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果、教学

模式改革成果、医学人文教育研究成果、教育技术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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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医患关系日趋紧张，高等教育受到信息化、科技化浪潮的冲击，如何在

新形势下保持医学院校的特色，如何让医学生在毕业之后具备较强的初步的临床

能力、良好的职业素养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是我们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特色与发展———民族医学院校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的编者有校领导，有

临床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护理学院、外语系、口腔医学系、检验学院、计算机

科学与信息技术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教师发展中

心、教务处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校领导，基础医学

院、临床医学院、护理学院、检验学院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同事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

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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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教育模式改革与创新·第一章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一章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一节　老少边穷地区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以临床专业人才培养为例

一、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１９９８年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的主文件 《关

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２１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指出，人才培养
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
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周远清更
简明地指出：“所谓人才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
本培养方式，它决定着高等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思
想和教育观念。”［１］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医药卫生人力资源。

加强医学教育质量保证工作，是培养高质量人才、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卫生保健服
务和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学校的办学定位
右江民族医学院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医学本科院校，位

于老少边穷地区的百色市，创建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８年升格为本科医学院校，１９８２
年获学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０年取得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２００８年获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优秀”结论，是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高校。建校５０
多年来，学校坚持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服务不动摇，面向基层服务不动摇，培养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不动摇的办学理念，先后
培养了３万多名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他们大
部分服务于老少边穷地区和广西各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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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尤其在当前国务院出台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
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家实施新医改的大背景下，广西老少边穷的百色、

河池、崇左等市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不足、学历层次偏低和技术水平不高的
问题十分突出。在分析了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形势以及广西高等医学教育的
现状、结构和层次后，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广西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医学教育发
展明显滞后，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为提高我校 （右江民族医学院）临床专业学生
的教学质量，我校重新修订了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分为通
用课程体系和辅修专业课程体系，其中通用课程体系包括公共通识教育课程、学
科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程，每门课程又分为核心课程 （必修课程）和拓展课程
（选修课程）；辅修专业课程体系包括临床心理学、急救医学、全科医学。课程体
系以提高学生就业率为基本指向，强化实践教学，强化能力培养，充分体现学校
为老少边穷地区培养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级应用型医学人才的办学
特点。增加学生人文素养课程、科学素养课程和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实施通识
教育，实行学分制，强化实践教学。但是由于受到诸如经费投入、教学与科研条
件、师资力量、生源素质、观念认识、制度建设、管理机构、资源配置等因素的
制约，这些培养措施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针对培养措施在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我们研究探讨新形势下老少边穷地区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旨在针
对提高 “教学型”高等医学院校本科生应有的知识能力，为更好地培养高级应用
型医学人才服务。

（三）新医改的提出与实施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人才的需求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提出了 “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近
期目标，以及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

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这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从理念
到体制的重大变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新医改的提出和实施，既为
医学教育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和支撑力量，也使医学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发
展地位得到进一步明确。

当前，广西老少边穷地区医药卫生人才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医改的发展。

为了加强和规范广西乡镇卫生院管理，实现乡镇卫生院的基本功能，２０１０年２
月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乡镇卫生院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农村居民提供安
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

也加大了对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新战略部署，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我校地处广西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医学高等学
校，如何为农村培养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各类卫生人才，是当前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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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项目的意义

本项目遵照由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制定的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
专业 （试行）》的要求，在强调保证 “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
求”的基础上，围绕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老少边穷地区医学院校学生的教学质量，

突出老少边穷地区医学人才培养的特点，重新界定了我校培养医学人才的规格和
定位，把提高老少边穷地区的培养质量作为我校的办学目标，就临床医学专业医
学人才培养和基层医院人才医疗服务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逐步构建起适
合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的文献发表情况来看，国内对高等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文章数量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对学制的研究偏多，总的来说都能结合本国国
情，也都和国外进行了系列比较，但仍无法得出统一结论。

学者们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义很多，虽然说法不能完全统一，但是各文献中
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的理解大体一致，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人才培养模式是在
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培养目标、教育制度、教育过程各要素的组合。［２，３］每个
培养模式都有特定的组合方式，因特定的指向目标而不同。而医学人才的培养目
标即为培养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其特殊性在于 “以人为本”、“人命关天”。人才
培养模式要尊重医学教育的客观规律，教学和课程内容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
本内容。针对传统医学教学模式的弊端，很多学者开始借鉴国内外医学教育改革
经验，引入医学教育国际标准，在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探讨。涉及国
外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文章一般包括该国家高等医学人才培养标准、目的与规
格、学制与管理体制方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年）》提出深入实施高
等学校质量工程，增强培养高素质人才、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能力。而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出台后，我国卫生机构总数和医
疗机构床位数量快速增加，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全国卫生机构 （不含村卫生
室）达２８．９万个，医疗机构床位达４２７．０万张。据统计，广西２００９年每千人拥
有医疗机构床位２．３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０．７５张；广西每千人拥有卫生技
术人员３．０８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７２人。［４］由此可见，广西医疗卫生水平与
全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对医药卫生人才的需求也是巨大的。

虽然国内对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多，但是从老少边穷地区高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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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校的角度，从加强学校与医院交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就业率、保证医
院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科学研究水平，创建和谐校园和平安医院等方
面来探讨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少。本项目结合广西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卫生医疗
事业发展的现状，从建立基层医院和医学院校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学生的职业
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保证医院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方面来
探讨临床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建立学院与基层医院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学校
与基层医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学校的研究平台和基层医院的研究资源
开展研究，提高学校和医院的科学研究水平。本研究项目对实施中央和国家的政
策与推动社会尤其是医药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结合学校定位、学校战略目标、学校办学特色和临床专业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对新形势下老少边穷地区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全面调研老少边穷地区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人员的组成现状。

２．全面调研老少边穷地区医学人才的社会服务、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等方
面的素质。

３．全面调研医疗体制改革对老少边穷地区医学人才流动的影响。

４．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培养医学生学习能力、实验设计能力、操作能力和创
新能力，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就业率。

５．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教育，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构建培养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级应用型医学人才的抓手和
平台。

６．理顺学校与基层医院的关系，研究基层医院和医学院校的有效沟通机制，

使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符合基层医院的人才需求，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７．探讨如何加强学校与基层医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学校的研究
平台和基层医院的研究资源开展具有影响力的科研课题，提高学校和基层医院的
科学研究水平。

五、改革目标

本项目立足于老少边穷地区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发展的现实状况，围绕新形
势下如何提高老少边穷地区医学院校学生的教学质量，突出老少边穷地区医学人
才培养的特点，重新界定我校培养医学人才的规格和定位，把提高老少边穷地区
医学生的质量作为办学目标，就临床医学专业医学人才培养和基层医院人才医疗
服务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逐步构建起适合于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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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老少边穷地区培养高素质的医疗卫生人才。在保证教学
质量，提高学生就业率，保证医院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学校和基
层医院的科学研究水平，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创建和谐校园和平安医院等方面进
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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