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与创新实践 

 

1 专家鉴定意见和应用推广证明  

1.1 专家鉴定意见 /6 

成果鉴定专家来自于 C9 高校和顶尖医学院校（原卫生部直属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 

中南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医科大学 

 

1.2 应用推广证明 /9 

本成果主要完成人 2014年以来，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医药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教育部医学人文素质与全科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华医学会

医学教育分会常委，在 130余次全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相关会议上，以及应邀在

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

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贵州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南

昌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青岛大学、

河南大学、河北大学、青海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贵州医科

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内蒙古

医科大学、海南医学院、温州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海军军

医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主办的 110余次全国性医学教育学术会议上主题报告，

推广应用本项目成果，创新示范引领全国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http://ucenter.cn-healthcare.com/dynamic/other/index?memCard=849688b7bcc0489e99bd911447415234


2  成果主要内容  

2.1 国家级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18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与发展研究”（A2-2013Y07-007）                   

 

2)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                                      

“医学院校教育规模布局及人才培养发展战略研究”（2016-ZD-11-01-02） 

 

3)中国高教学会 “十三五”规划重大攻关课题                                     

“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16ZG005)                  

 

4)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教学会医学教育专委会重点课题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2016A-RC003）            

 

5)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点研究课题/国务院学位办委托项目 

“健康中国建设与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研究”（A1-2017Y0101-001）  

 

6)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委托研究课题 

“国（境）外医科学科目录设置管理调研”（WT-2018-00306）            

 

7)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委会重点课题 

“公共卫生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2018A-N02085）                  

 

8)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重点研究课题 

“公卫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定位功能特征分析及特殊性研究”（A1-YX20190301-01）  

 

9)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 

“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的实施路径研究”（2020ZAA11) 

 

2.2 上海市医学研究生教育实践项目 /27 
 

1) 上海市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教育改革项目 

 

2）上海市一流医学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  

 

 

 

 

 

 

 



3  成果创新点 /40 

3.1 教学成果获奖  
2022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 

“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复旦探索” 

3.2 研究课题获奖  

1）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2020年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研究示范案例（全国 10项） 

2）健康中国建设与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研究 

2020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点课题一等奖（全国 6项） 

3）公共卫生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2020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重点课题一等奖（全国 5项） 

4）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2018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重点课题一等奖（全国 12项）  

3.3 教改论文获奖  

1）“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2019年度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百篇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10篇） 

2）论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2017年度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百篇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10篇) 

3）多学科国际化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2015年度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百篇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10篇)  

4）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实践 

2017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3篇） 

5）探索一流研究生教育 助力支撑“双一流”建设 

2016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3篇） 

6）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2015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2篇） 

 

 

 

 

 



4  成果应用推广   

4.1 人才培养成效  /46 

1）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改革成效 

“医教协同 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中国大学教学》 

2）一流医学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成效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中国卫生资源》  

4.2 发表教改论文 /57 

1) 深化临床医学“5+3”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中国卫生资源，2021，3:213 

2) 构建新时代“MD+PhD”医学教育新模式                中国卫生资源，2021，2:111 

3) 创新体制机制 促进八年制医学教育健康发展           中国卫生资源，2021，2:107 

4)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培育卓越医学人才                 中国卫生资源，2021,1:5 

5)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全面提升     中国卫生资源，2020，6:548 

6) 以新时代教材建设为载体 推进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中国卫生资源，2020，5:437 

7)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人才培养策略及路径分析            中国卫生资源，2020,2:89 

8) 大健康视域下的医学人才培养“组合拳”              中国卫生资源，2020,1:1 

9)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中国卫生资源,2019，6:399  

10)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实践  中国卫生资源，2019，6:405 

11) 我国医学教育 70年成就与新时代改革路径思考         中国卫生资源，2019,4:254 

12) 健康中国背景下“新医科”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工程科学, 2019,2:98 

13) 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 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     中华医学教育, 2017,1:9 

14) 探索一流研究生教育 助力支撑“双一流”建设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1:26 

15) 论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中国大学教学, 2017,2:25 

16)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整合式”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中华医学教育, 2016,6:817 

17) “5+3”模式下医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               中国高校科技，2016,1:65 

18) 临床医学教育“5+3”一体化培养相关问题与对策分析   中华医学教育, 2015,5：658  

19) 临床医学“5+3”培养模式的管理体制与政策机制创新   中国高校科技，2015,9:50 

20) 医教协同 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中国大学教学，2015,7:33 

21) 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和创新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3:3 

22) 临床医学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教育培养模式比较研究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4,6:811 

23) 创新“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吸引优质医学生源  中国大学教学，2014,9:33 

24) 探索构建“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高等教育， 2014,15:26 

 

 

 



4.3 出版学术专著  /81 

1）吴凡 汪玲. 当下与未来，2020，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 8月，专著《当下与未来》在上海书展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研究生院领导参加新书发布会。复旦大学党委书

记焦扬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超越一般价值，具有独特视角的书。本书两位作者长期致

力于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本书清晰呈现了她们对健康中国战

略下医学人才培养的深邃思考和独到体会。 

2）吴凡 汪玲 包涵. 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2022，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年 9月，专著《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建设“第一个复旦”的“一流

医学人才培养”主题论坛上首发。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序言写道：复旦

大学不断推动医学教育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和模式创新的探索，这本专著展示

了教育改革“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教学成果”的典型案例；呈现了研究生“导学团

队”和本科生“科创活动”的示范模式；提供了“社会实践”的途径方式和“调研报告”

的优秀范文；发掘了复旦医学生榜样——“枫林之星”的成才之路。 

5 媒体报道 /83 

1）20191213 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论坛  

“顶尖医学人才摇篮”们齐聚复旦上医开大会，都讨论了啥？ 

2）20201218东方医学教育论坛  

疫情下医学教育如何创新发展？知名医学院校共聚复旦上医探讨医科之变 

3）20200612浙江大学   

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首届联盟大会在杭州召开 

4）20200105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   

论文获奖！课题结项！复旦上医研究生人才培养结硕果 

5）20181210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全国医学教指委学术会议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助力医学教育改革 

6）20181112第 22届世界家庭医生大会   

复旦全科医学教育再结硕果 

7）20201014 文汇报   

读懂新时代医学教材建设“新”意 

8）20200813看看新闻   

我们用书籍记录当下 培育未来的医学优才 

9）20200816复旦大学   

“疾控女侠”吴凡和公共卫生专家汪玲带你“看到当下，思考未来”！ 

6 典型案例 /95 

1）中山医院心内科教师团队荣获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医疗帮扶侧记 

 



 
 

教学成果专家鉴定意见书 

 

成果名称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与创新实践 

成果第一完成人 吴凡 

成果完成单位 复旦大学 

成果鉴定时间 2022年 10月 12日 

专家鉴定意见： 

该项目组围绕“如何强化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临床实践能力，

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服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对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如何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培养解决健

康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应对重大疾病防控挑战的医学领军人才”，通

过开展理论研究、实施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深化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教育改革，在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新时代

如何分类培养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满足健康中国建设对高

层次医学人才需求，提供了可复制可应用可推广案例。在复旦已为社

会培养输送数千名高层次医学人才；在全国已成功推广到数百所医学

院校应用。 

1、该项目组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床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完成国务院学位办“健康

中国建设与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研究”等委托项目，率先构建临

床专博“5+3+X”培养新体系、交叉融合“Med-X”新模式和“MD+PhD”

双学位教育新方案。理论研究成果通过中国工程院、中国高教学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以6份研究报告、24篇教改论文和2本学

术专著形式提交教育部和国家卫健委，并被相关政府文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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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项目组作为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在上海市试点“5+3+X”的

工作组长单位，探索“5+3+X”临床医学专博和专科医师培训结合的

培养新模式，制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临床

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手册》，引领示范全国临床医学博士专

业学位教育改革。通过“5+3+X”培养新模式，临床专业学位博士研

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更强，临床研究能力同步提升，在 2020 年以来

的全国各地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该项目组基于“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三方共建托

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直属附属医院”，实施一流研究生教育

引领计划，率先实践示范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

将思政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形成“三全育人”长效机制；通过临床

交叉研究院，探索“Med-X”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机制；组建研究

生教育督导专家组，开展全过程督导评估；探索“MD+PhD”双学位教

育，培养未来“医师科学家”；以“学术交流”为桥梁,提升医学研究

生国际化水平；加快生物医药工程博士培养，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与

智慧医疗等研究。 

该项目组在20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国际医学教育研讨会，2017年

北大医学教育分论坛，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论坛，2018年西北

医学教育丝绸之路论坛，2019年清华-哈佛医学教育高峰论坛，2020

年东方医学教育论坛，2021年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大会上专题报告，

成果辐射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余所医学院校，推动数万名导

师和管理干部转变教育理念和实践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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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专家及单位：  

高  校 附属医院 专家姓名 职称、职务 专家签名 

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  霍  勇 教授、主任医师  

第三医院  沈  宁 教授、主任医师、副院长  

清华大学 临床医学院 董家鸿 教授、主任医师、院长、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仁济医院 夏  强 教授、主任医师、院长  

浙江大学 
第一医院 梁廷波 教授、主任医师、党委书记  
第二医院 王建安 教授、主任医师、党委书记  

西安交通大学 
第一医院 袁祖贻 教授、主任医师 

 

第二医院 李小鹏 教授、主任医师、副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第一医院 刘连新 教授、主任医师、党委书记 
 

南京大学 鼓楼医院 徐  标 教授、主任医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生命科学院 李  钰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医院 荆志成 教授、主任医师  

肿瘤医院 刘芝华 教授、主任医师、副院长 
 

阜外医院 窦克非 教授、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 唐洲平 教授、主任医师、副院长  

协和医院 张进祥 教授、主任医师、副院长  

四川大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 魏于全 教授、院士、原川大副校长 
 

中山大学 
中山医学院 肖海鹏 

教授、主任医师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  

第一医院 曾志荣 教授、消化内科主任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胡建中 教授、主任医师、党委副书记 

 
湘雅二院 罗爱静 教授、原党委书记  

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 郑  杨 教授、主任医师  
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  陈玉国 教授、主任医师、院长  
中国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孙英贤 教授、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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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全国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 

本成果主要完成人 2014 年以来，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
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医药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医学人
文素质与全科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常委，在 130余次全国
医学研究生教育相关会议上，以及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
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贵州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南
昌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青岛大学、河南大学、河
北大学、青海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医
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贵州医科大学、昆
明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海南医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海军军医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
校主办的 110余次全国性医学教育学术会议上主题报告，推广应用本项目成果，创新示范
引领全国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全国学术会议主题报告 

时间 学术会议主办单位 学术会议主题对象 应邀主题报告内容 

2014 复旦大学继教学院 河西学院处级干部培训班 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与人才培养特色 

2014 复旦医院管理集团 新疆医大处级干部培训班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中山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吉林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南京医科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第二军医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温州医科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海南医学院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济宁医学院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4 河南科技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 广西高校管理干部培训班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宁夏医科大学党外知识分子

培训班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浙江大学 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综合

性大学医学教育研究会年会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重庆医科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瑞金医院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内涵及国家政策导向 

2015 安徽省学位办/皖南医学

院 

长三角“生命科学与人类健

康”研究生论坛 

我国医学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学科环境 

2015 第三军医大学 研究生院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吉林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同济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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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安徽医科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温州医科大学 校教育工作会议主题报告 “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皖南医学院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内蒙古科技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河南科技大学 导师培训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潍坊医学院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台州学院医学院 浙江省医学会和上海市医学

会医学教育专科分会学术研

讨会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七

届三次全委会暨 2015 年全

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5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院校如何开展“双一流

建设” 

医学教育十三五规划 

    

2016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宁夏医科大学党外人士培训

班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6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河西学院“医学骨干教师与

管理干部教学管理能力提

升”高级研修班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6 广西医科大学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七

届四次全委会暨 2016 年全

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2016 北京协和医学院 全校学科建设会 医学院校如何开展“双一流建设” 

2016 南方科技大学 医学学科发展研讨会 复旦大学医学教育探索与创新 

2016 青海大学 2016 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

研究学术年会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2016 新疆医科大学 导师培训 如何培养研究生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 

2016 新疆喀什二院 医院临床各科室主任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6 赣南医学院 中西部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免费培养院校 

面向基层培养卓越全科医学人才 

    

2017 复旦大学继教学院 新疆高校正职培训班 医学教育历史现状和改革发展 

2017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皖南医学院干部培训班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7 北大医学.教育论坛 分论坛 1：医学教育改革和

质量保障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2017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百年院庆暨

国际医学教育研讨会 

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

的创新探索 

2017 南京医科大学 2017 年全国公共卫生学院

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 

MPH 教育改革的若干问题思考 

2017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省规培基地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7 同济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2017 贵州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临床医学研究生学术能力和学科建设 

10



2017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医学教育联盟第三届丝

绸之路医学教育论坛：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2017 上海/浙江/江苏医学会医

学教育分会  

首届东方医学教育论坛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2017 陕西中医药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医教协同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新问题

和新机遇 

2017 北华大学 吉林大学、北华大学、长春

中医药大学等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7 海南医学院 全国第十一届医药学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术年会 

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2017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中国健康医学教育 PBL 联盟

成立大会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2017 中山医院 首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

峰论坛 

医教协同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2018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干部培训班 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与人才培养特色 

2018 国家卫健委、中国医师协

会、上海卫健委 

上海论坛·2018GME 毕业后

医学教育交流大会(东方师

资论坛) 

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

的创新探索 

2018 中山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医学教育论坛 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

的创新探索 

2018 中南大学 基础医学院师资培训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 广济临床医学国际教育大会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衔接的创新探索 

    

2018 青海大学 西北医学教育联盟第三届丝

绸之路医学教育论坛 

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

的创新探索 

2018 南京医科大学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2018 年会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2018 新疆医科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8 东南大学 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8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2018 昆明理工大学 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研

究学组年会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8 南方医科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2018 温州医科大学 全国临床教师教学发展论坛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2018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中国健康医学教育 PBL 联盟 PBL 的理念和实践 

2018 济宁医学院 首届“微山湖”医学人文教

育高端论坛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 提升课程思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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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甘肃医学院 全校师资培训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2018 北华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学术交流

会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若干思

考 

2018 杭州师范大学 导师、研究生管理干部 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

的创新探索 

    

2019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青岛市委组织部和青岛市卫

健委干部培训班 

医疗卫生改革与健康保障 

 

2019 复旦科技园 滨州医学院全校干部培训班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9 复旦科技园 安徽医高专全校干部培训班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9 复旦科技园 北方民族大学干部培训班 如何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研究生 

2019 清华大学 清华-哈佛医学教育高峰论

坛 

卓越医师培养的复旦模式 

201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长三角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学

术交流会 

医学教育的改革历程和发展方向 

2019 浙江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义乌） 

全科医学发展研讨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探索医学人才培养改

革 

2019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导师培训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与实

践 

2019 同济大学 首届泰禾医学小型教育论坛 新时代复旦医学教育改革：使命与未来 

2019 新疆医科大学 导师培训 医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 

2019 西北民族大学 全校干部大会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9 广东药科大学 全校干部大会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

实践 

2019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导师培训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衔接的创新探索 

2019 山西医科大学 医教协同高峰论坛 新时代复旦医学教育改革：使命与未来 

2019 内蒙古医科大学 医学学位点建设会议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衔接的创新探索 

2019 山西大同大学 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学

术会议 

如何培养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和高水平创新

型研究生 

2019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广东医学教育协会年会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探索医学人才培养改

革 

2019 陕西中医药大学 国际医学教育论坛 卓越医师培养的复旦模式 

2019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导师培训 如何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研究生 

2019 甘肃中医药大学 导师和管理干部培训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改革与探索 

2019 西北民族大学 导师和管理干部培训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改革与探索 

    

2020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浙江嘉兴卫健委干部培训班 大健康和医学人才保障 

20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医学院校 后疫情时代医学教育改革（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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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上海市医学会医学教育专

科分会 

上海市一流医学人才培养论

坛 

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的复旦

方案 

2021 浙江大学医学院 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 复旦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 

2020 山东大学 全国药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

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后疫情时代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线

上） 

2020 上海大学 医学院导师管理干部培训 后疫情时代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线

上） 

2020 河南大学 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学

术会议 

后疫情时代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若干思考 

2020 昆明理工大学 医学院导师管理干部培训 临床医学硕士培养方案解读（线上） 

2020 上海健康医学院 教师培训 如何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 

2020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包头医学院导师培训 后疫情时代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线

上） 

2020 潍坊医学院 全校研究生教育大会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机遇与挑战（线上） 

    

2021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安庆市政协领导干部培训班 公共卫生体系规划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 

2021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南京市卫健委干部培训班 公共卫生体系规划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 

2021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长春市医疗卫生发展专题培

训班 

公共卫生体系规划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 

2021 复旦大学继教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干部培训班 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看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方

向（线上） 

2021 复旦科技园 连云港市卫健委干部培训 医院学科品牌建设和人才、团队培养 

2021 上海大学 医学院导师培训 基于健康中国建设，成为优秀研究生导师 

2021 青岛大学 全校导师培训 复旦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线上） 

2021 上海中医药大学 公共卫生学科发展 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的实

施路径研究 

2021 河北医科大学 全校导师培训 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的实

施路径研究（线上） 

2021 南方科技大学附属深圳三

院 

第四期名师大讲堂暨医院学

科建设论坛议程 

医学人才培养现状和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思路（线

上） 

2021 内蒙古医科大学 导师培训 医院学科品牌建设和人才、团队培养（线上） 

2021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附属医院干部和导

师培训 

附属医院高质量发展与医教研防融合模式的思

考与实践（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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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相关会议主题发言 

时间 会议内容 主办单位 

2014 上海市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家评审会 上海市教委 

2014 海南省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家评审会 海南省教育厅 

2014 山东省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家评审会 山东省教育厅 

2014 深圳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合作交流会 北京  

2014 中美医学教育高层论坛暨 CMB百年庆典 北京，人民大会堂, 

2014 21世纪推动卫生公平的教育创新暨 CMB百年庆典 北京，东方君悦饭店/北京饭店 

2014 U21 HEALTH SCIENCES GROUP MEETING 复旦大学，富豪环球东亚酒店 

2014 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工作推进会 北京（教育部+国家卫计委），

特邀专家 

2014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委工作会议 东南大学 

2014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改革研讨会 

（培养基本要求和同等学力申请方案） 

教育部 

2014 全国第十届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术年会 天津医科大学 

   

2015 临床医学博士后培养工作专家论证会 浙江大学医学院 

2015 上海市优秀教材评审会 上海市教委，华东理工大学 

2015 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专家评审会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暨南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暨南大学 

2015 同济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同济大学 

2015 南开大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南开大学 

2015 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新乡医学院 

2015 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河南科技大学 

2015 华北理工大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华北理工大学 

2015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华北理工大学 

2015 汕头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专项评估 汕头大学 

2015 浙江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后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 浙江大学 

2015 汕头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专家评审会 汕头大学 

2015 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教育分会四届二次全委会 第三军医大学 

2015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 中华预防医学会（北京） 

2015 中华医学会科技奖终审会议 中华医学会（泰州） 

2015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专项评估（现场评估） 河北医科大学 

2015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专项评估（现场评估）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5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专项评估（全委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5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会议 温州医科大学 

2015 教育部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改革研讨会 

（培养基本要求和同等学力申请方案）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5 全国临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政策与业务培训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委 

暨南大学 

2015 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学术研讨会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研究会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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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 

2015 浙江省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六届一次会议和上海市

医学会医学教育专科分会 2015年学术研讨会 

台州 

2015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七届三次全委会暨 2015

年全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宁波 

   

2016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培训会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2016 临床医学下二级学科医学教育博士点论证会 温州医科大学 

2016 预防医学专业和 MPH授权点论证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6 上海市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评审会 上海市教委 

2016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重大攻关课题 

答辩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6 医学教育专题研讨会 南方科技大学 

2016 安徽医科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预评估 安徽医科大学 

2016 中国工程院 2016 年重大咨询研究项目启动会 中山大学 

2016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合格评估 吉林大学 

2016 云南大学医学院学科建设研讨会 云南大学医学院 

2016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

讨会 

西安交通大学 

2016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会议暨 

首届研究生教育研究高端论坛 

厦门大学 

 

2016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委工作会议(第二届总结会) 

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和合格评估 

南昌大学 

2016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委全体会议 北京，西郊宾馆 

2016 上海市医学会医学教育专委会 2016年学术研讨会 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6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七届四次全委会暨 2016年

全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广西医科大学 

   

2017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医学题库院校联盟启动会 贵州医科大学 

2017 中国工程院 16年重大咨询项目中期汇报预备会 贵州医科大学 

2017 贵州大学医学教育发展研讨会 贵州大学医学院 

2017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

专项申报课题预评审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

发展研究中心 

20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会议评审 广西教育厅 

2017 复旦大学对口支援和西部扶贫工作 云南大学、大理大学 

2017 中国工程院 2016 年重大咨询研究项目中期汇报会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2017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合医学教育分会成立大会 

/2017中国整合医学大会 

西安 

2017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 西安交通大学 

2017 科学技术史、生物医学工程、医学技术、MPH等 

学位授权点论证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7 青岛大学医学发展战略委员会成立大会 青岛大学 

2017 学位授权点申报-学科建设发展专家论证会 湖州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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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河南省医教协同推进会 河南科技大学 

2017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庆 北京 

2017 首届东方医学教育论坛 

“人文与医学”分论坛主席 

上海/浙江/江苏医学会医学教

育分会、联合主办 

2017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 东南大学 

2017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 南方医科大学 

2017 医学学术型硕博贯通培养改革研讨会 西安交通大学 

2017 北大医学·教育论坛 

主题：面向未来：医学教育的责任与使命 

北京大学 

2017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位授权点评估 中国 CDC 

2017 医药科委员会工作会议 成都 

2017 临床医学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评估 山东大学 

2017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预防医学教育研究会全体会议 南京医科大学 

2017 医教协同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

会 

昆明医科大学 

2017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七届五次全委会暨 2017年

全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第三军医大学 

   

2018 东南大学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 东南大学 

2018 陕西省教学成果奖会议评审 陕西省教育厅 

2018 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 广西教育厅 

2018 中国医大申报辽宁省教学成果奖网络评审 中国医科大学 

2018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遴选推荐评审会 广西教育厅 

2018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预评估） 中南大学 

2018 西安交大附属一院、二院临床基地评估 西安交通大学 

2018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会 西安交通大学 

2018 临床医学专业及培养方案建设研讨会 中国科技大学 

2018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 中南大学 

2018 北大医学·教育论坛（2018）暨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

心成立仪式 

北京大学 

2018 MPH专项评估 陕西中医药大学 

2018 医学教育研讨 西藏民族大学 

2018 中国高教学会重大攻关项目中期检查会 南京邮电大学 

2018 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学组会议 长江大学医学院 

2018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专项评估（现场评估）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2018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专项评估（现场评估） 长春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 

2018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专项评估（现场评估） 泰山医学院：公共卫生 

2018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专项评估（全委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8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合格评估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18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合格评估（硕士） 同济大学 

2018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 广东药科大学 

2018 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 首都医科大学 

2018 临床医学学术学位、专业学位合格评估 首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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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医学专业学位授权点培训会 北京西郊宾馆 

2018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委员会第 12届学

术年会 

东南大学 

2018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2018年会 南京医科大学 

   

2019 中华医学教育分会课题立项评审会 河北大学 

2019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 西安交通大学 

2019 医学教学成果培育评审会 浙江大学 

2019 民族地区医药学研究生教育研讨会 新疆医科大学 

2019 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点建设 西北民族大学 

2019 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申报 内蒙古医科大学 

2019 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成立筹备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

九龙医院 

2019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建设咨询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 

   

2019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综合性大学

医学教育研究工作会 

郑州大学 

2019 河南省医教协同研讨会 河南科技大学 

2019 医学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总结会 北京西郊宾馆 

2019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委员会 石河子大学 

2019 医学专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专项评估评审会 北京西郊宾馆 

   

2020 2019年百篇医学教育优秀论文和 2018年度医学教育

研究课题结题评审会议 

辽宁何氏医学院 

 

2020 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河南大学医学院 

2020 第三届东方医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2020 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评审 北京西郊宾馆 

2020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八届一次全委会暨 2020年

全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贵州医科大学 

   

202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视频工作会议 

教育部（线上） 

2021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委召集人工作会议 北京大学医学部（线上） 

2021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委全体委员工作会议 北京大学医学部（线上） 

2021 青岛大学医学发展战略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青岛大学（线上） 

2021 上大书院改革与建设咨询专家会 上海大学（线上） 

2021 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研究 2021年工作会议 吉首大学 

2021 首届“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大会”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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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与发展研究”（A2-2013Y07-007）  

2、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    

“医学院校教育规模布局及人才培养发展战略研究”（2016-ZD-11-01-02）  

3、中国高教学会 “十三五”规划重大攻关课题   

“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16ZG005)    

4、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教学会医学教育专委会重点课题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2016A-RC003） 

5、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点研究课题/国务院学位办委托项目 

“健康中国建设与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研究”（A1-2017Y0101-001） 

6、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委托研究课题 

“国（境）外医科学科目录设置管理调研”（wt-2018-00306） 

7、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委会重点课题 

“公共卫生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2018A-N02085）    

8、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重点研究课题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定位功能、特征分析及培养特殊性研究” 

（A1-YX20190301-01） 

9、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 

“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的实施路径研究”（2020ZA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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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与发展研究”（A2-2013Y07-007） 

 

立  项  通  知 

汪玲 老师： 

经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专家评审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批准，同意由  汪玲 老师负责申请的   2013Y07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与发展研究——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为例  课题正式立项。  

课题类别：   重点课题      课题立项（合同）编号： A2-2013Y07-007   

研究期限：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    

计划资助总额：  10  万元（包含出版费） 

首期拨付经费：资助总额×70％；中期检查合格后拨付经费：资助总额×30％ 

请于 6 月 25 日前将签字、加盖公章的课题合同书快递至学会秘书处，同时

将电子版发送到学会邮箱。  

 

结  题  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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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 

“医学院校教育规模布局及人才培养发展战略研究”（2016-ZD-1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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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重大攻关课题 

“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16ZG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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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点研究课题/国务院学位办委托项目 

“健康中国建设与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研究”（A1-2017Y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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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重点研究课题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定位、功能、特征分析及培养特殊性研究”

（A1-YX20190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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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2020ZAA11

合同类别 重大课题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

合同书

课题编号：2020ZAA11

课题名称：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的实施路径研
究

课题委托方（甲方）：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课题依托单位（乙方）：复旦大学

课题负责人：汪玲

课题参加单位：

起止日期：2021年11月0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中 国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学 会 

二 〇 二 一 年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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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沪卫计科教 E⒛ 14〕 14号

文 件

关于成立
“
上海市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与

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
”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O-⒛⒛ 年)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意见》,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学教育体制改革和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本市于2010年启动
“
临床医学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改革试验项目
”,在全国率

先提出了以临床实践筒邕力提升为核心的临床医学
“
5+3” 人才培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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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目前,改革试验成效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充

分肯定。    ∷

为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体系,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

本市于2014年正式启动
“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结合改革试验项目
”,深入探索

“
5+3+Ⅹ

”
的临床医学

教育体系。经研究,决定将原
“上海市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教育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
”
和

“上海市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教

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
”
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合并,

成立 “上海市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结合项目
”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现将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长: 黄 红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

陆 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员:桂永浩 复旦大学副校长兼上海医学院院长

陆 肪 复旦大学副校长

徐学敏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陈红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陈以一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王延军 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

胡鸿毅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二、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汪 玲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组

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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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 弘

件文
Δ
萏

Δ
茁

员

员染
女

委

康

育

健

教

生

市

卫市

海

海

上

土

沪教委高 (2021〕 4号

I海市教育委员会
ˉ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关于成立上海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改革

工作小组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

指导意见》,在新形势下做好上海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经研究,

决定成立上海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改革工作小组。现将成员名单公布

如下:

-、 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托丽娟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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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鸿毅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中

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郭永瑾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成 员: 金 力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吴 凡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徐学敏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胡翊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雷星晖  同济大学副校长

刘 斌  海军军医大学副校长

·     陈红专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印 杰  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教务长

唐红梅  上海健康医学院副院长

二、秘书处成员名单 :

组 长: 吴 凡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副组长: 束金龙  上海市学位办主任

张 勘  上海市卫健委科教处处长,二级巡视员

赵 蓉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医疗部主任

汪 玲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邵 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务处处长

郑加麟  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

成 员: 包 涵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潼 艳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常务副

院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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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如  同济大学本科生院院长

范恺洋  海军军医大学教务处处长    ~

舒 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

王 莉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务处处长

赵 简  上海科技大学未来医学中心研究员

为确保本项工作顺利开展,工作小组和秘书处成员如有职务变

动,由其所在部门按任同志自然替补。

特此通知。

全 ~ 上 海

工  3 —

吣
耀

琢

刊
遽

膝
峦

含
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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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申报文本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建设项目 

—— 高水平拔尖医学人才培养 

（研究生）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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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u.sh.gov.cn/web/detail_gsgg/6c5e4efb-4109-4609-b046-672ef511cd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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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十三五”规划研究示范案例（全国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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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重点课题成果一等奖（全国 5 项）

 

 

2019年度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百篇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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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百篇优秀论文三等奖（全国 60篇） 

 

 

2017 年度医学教育百篇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 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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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医药学研究生教育学术论文一等奖（全国 3 篇）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重点课题成果一等奖（全国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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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医药学研究生教育学术论文一等奖（全国 3 篇） 

2017 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研究课题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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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玲，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第七届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 

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汪  玲 

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正在推进的“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统招生、同等
学力和一体化）所面临的难点问题和应对策略，并围绕“5+3+X”试点、八年制培养模式、
执业医师考试分阶段实证研究和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等医学教育改革热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医教协同；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2010年，上海市启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的改革试验”

（即“5+3”模式）。2014 年 2 月，国家卫计委、
教育部等 7部委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发布《关
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

2014年 6月，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医教协同

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

2014年 11月 27日，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召开“医教协同深

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工作推进会”，明确了我

国医生培养的方向是构建以“5+3”（5 年临床医
学本科教育+3 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或 3年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为主体的临床
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本文将以“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为
重点，围绕医教协同培养临床医学人才的有效途

径、热点难点问题和应对策略展开讨论。

一、医教协同 全面推进“5+3”改革 

《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

意见》描述了“5+3”学位衔接方式，一类是“5+3”
统招生（含“5+3”一体化），即“符合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管理要求，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标准内容进行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可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另一类是“5+3”同等学力，即“取得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符合国家学位

要求的临床医师，可授予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1.“5+3”统招生 

“5+3”统招是指 5年临床医学本科生经全国
统考，被录取为 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同时被卫生行业（医院）认定为是参加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5+3”模式以培
养合格临床医师为目标，因而研究生具有住院医

师“双重身份”，在招生与招录、培养与培训、

学历学位授予与职业规培证书发放环节实现“三

个结合”，合格毕业生可“四证合一”（执业医

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培合格证、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和学位证）。

2010 年以来上海市“5+3”模式实践积累了
丰富的成功经验。一是在知识传授方面，重点整

合医学基础与临床课程设置，建立“以能力为导
向，以病例为基础”的床旁教学，开展多层次以问
题为基础的学习和研讨式循证医学课程；二是在

技能训练方面，强化临床实践教学环节，对上海

50家培训医院和 300余个培训基地，按照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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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等 27个学科大类，完善导师带教制度；三是
在综合素质方面，特别重视住院医生职业操守、

人文素养和沟通能力培养，使其善于沟通、关爱

病人、尊重生命；四是在导师队伍建设方面，依

托基地对培训医院带教教师，通过严格准入、严

格培训规程、加强激励考核等，提升其责任意识

和带教质量。 
2015年 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

印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为“5+3”模式在
全国范围推进指明了方向。一是在报考条件方面，

明确招生对象为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

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已获得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二是在临床训练方面，

规定临床能力训练应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进行，实际培训时间不少于 33个月。 
目前，我国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培养经费分属

国家不同拨款渠道。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经费由政府教育部门按标准下拨到所在高校，

住院医师规培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按 3 万元/人
年下拨到国家级培训基地（医院）。比较分析发现，

我国 2015年招录的“5+3”模式研究生绝大多数
只是具有“规培临床训练”意义上的住院医师“双

重身份”，在校期间享受研究生身份待遇，培训基

地可根据规培考核情况向其发放适当生活补助；

而上海市“5+3”模式研究生是具有包括“规培
临床训练和规培人事待遇”意义上的“双重身份”，

在校期间享受研究生和住院医师的“双重身份”
人事待遇。 

显然，如果不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大力推进“医

教协同”，研究生就不可能具有“规培临床训练”

意义上的住院医师“双重身份”，也无法做到培养

环节“三个结合”和毕业环节的“四证合一”。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人事待遇”上的

地区差异，而不是以此作为延缓 “5+3”模式改
革进程的理由。 

2.“5+3”同等学力 

“5+3”同等学力是指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与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工作有机

衔接。5 年临床医学本科生被招录为国家级规范
化培训基地的住院医师，同时也被教育行业（高

校）认定为是具有研究生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 
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临床医学

专业学位试行办法》规定，在职临床医师以研究

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需

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再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至少

3 年，完成二级学科临床能力训练，结束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并通过考核。同时，申请

人须通过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

士学位外国语课程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2014年以来，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委组织

专家组开展了系列研究。2015年 5月教育部印发
《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

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试行办法》，

为 2016年我国“5+3”同等学力的推进奠定了政
策基础。重大政策突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申请资格，将“申请人为本科毕业后从事临床医
疗工作至少三年”，修改为“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书》的临床医师”；二是考试内容，以
临床专业知识及其实际运用为重点，组织同等学

力人员申请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

学位外国语水平及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三是临床能力考核认定，申请人完成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并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书，学位授予单位则认定其通过临床

能力考核。 

3.“5+3”一体化 

“5+3”一体化是指我国七年制临床医学教育
的转型调整，即 5年本科阶段合格者直接进入本
校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的 3年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阶段。 

1988 年我国试办七年制医学教育授予医学
硕士学位，2015年全国已有数十所医学院校举办
七年制医学教育。在上海“5+3”模式的实践中，
同济大学于 2013年率先将七年制整体转为“5+3”
模式。2015年 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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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临床医学教育调整为“5+3”一体化人才培养
改革工作的通知》，明确我国从 2015年起，不再
招收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将七年制临床医

学专业招生调整为临床医学专业（“5+3”一体
化）。 

目前“5+3”一体化存在主要问题是“招生
计划和学生学籍注册管理”。根据调研结果和数

据分析，政策建议如下：在招生计划方面，医学

院校必须结合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学校实际情

况，合理确定 2015年以后的“5+3”一体化培养的
年度招生计划。因为教育部已经明确，自 2015
年起，七年制转为“5+3”一体化的学校和专业范围
不再扩大，每校“5+3”一体化的临床医学专业、中
医学专业招生数量总和不超过 150人，超过上述
招生计划录取者录取资格无效，不予注册电子学

籍。在学籍注册方面，由于部分医学院校 2015
年前七年制招生计划大大超过 150人，我们建议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1）2010 年以前入
学的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按原计划培养毕

业，学籍注册延续原有模式；2010—2014年入学
的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根据学生意愿及各

校实际情况，可以在完成第 5年学习后颁发相应
的学历、学位证书转入本校后 3年的研究生教育
阶段，或者按原计划培养毕业，研究生阶段学籍

注册也应延续原有模式；（2）2015年以后“5+3”
一体化学生的招生计划和研究生阶段学籍注册，

均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执行。 

二、医教协同 深入推进“5+3”改革 

我国 “5+3”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
系的深入推进，概括起来将涉及包括“5+3+X”
试点、八年制培养模式、执业医师考试和临床医

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等医学教育改革的热

点问题。 

1.“5+3+X”试点改革 

《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的意见》明确要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或高等医学院

校，组织开展“5+3+X”（X 为专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或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需年

限）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5+3+X”试点改革既是“5+3”改革的深化，

也是深入推进“5+3”改革的需要[1]。一方面，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是专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毕业后医学教育阶

段；另一方面，与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培养相衔接

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培养，并且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与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的培养目标和临床技

能要求高度一致。 
2013 年上海市启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4年上海市将“5+3+X”列为和国家卫计委“共
建”的重点工作之一。2014年《上海市临床医学
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改

革实施办法》描述了两类学位衔接方式，一类是

统招“5+3+X”，即通过各高校组织的博士生入学
考试录取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另一

类是同等学力“5+3+X”,即通过各高校资格审查
的临床医学博士同等学力人员。2015年，上海市
5所医学院校将招收“5+3+X”100余名临床博士
生，其中统招“5+3+X”只有 5名。 

2012年起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在下达全国研
究生招生计划时，将博士招生计划开始分为“学

术学位”和“专业学位”。近年来，在学科建设和

科研任务的压力下，由于国家博士招生计划控制，

在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的部分高校

开始不招或少招“统招”临床博士 MD，而将计
划用于学术博士 PhD。与此同时，由于“同等学
力”不占国家博士招生规模，在不招或少招“统

招”临床博士的同时，医学院校转向招收“同等

学力”，有些甚至每年招收数百名此类临床博士，

其培养过程和专科医师培训没有关联，培养质量

也缺乏有效监督。 
由上可知，“5+3+X”试点改革遇到的主要问

题为：一是试点高校统招“5+3+X”博士计划不
足；二是全国范围临床医学博士同等学力培养质

量堪忧。因此，我们建议“5+3+X”试点改革应
当“多措并举”：（1）在教育部批准开展“5+3+X”
试点的高校，要拿出一定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

计划（教育部可按 1：1配置博士计划）；（2）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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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展临床医学博士同等学力申请的高校，结合

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发现问题，监督

整改，逐步转型为同等学力“5+3+X”；（3）教育
和卫生部门要“医教协同”，加强临床医学博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

并加强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目前，我国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有 110个，而临床医学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仅 35个。 

2. 八年制培养模式探索 

我国 “5+3”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主体的确
定，促进了七年制的“5+3”一体化转型，也引发了
对于八年制在校培养模式和毕业后医学教育（住

院医师规培）的关注和讨论。 
我国的八年制教育起源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2001 年起，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
试办 8年制医学教育，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比较分析八年制在校培养模式不尽相同。如

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后 3年，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要求，着重强化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

复旦大学是“2 年通识教育+4 年医学教学+2 年科
研和临床实践）；浙江大学是“4年文理教育（竺
可桢学院）+4年医学教育（医学院）”。 

八年制毕业后医学教育（住院医师规培）也

呈现出多元化特征。2010年起，复旦大学八年制
医学生毕业后在上海市需要参加 1—2 年的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2015年 7月，浙江大学推出面
向八年制毕业生的《临床医学博士后培养方案》，

在参加 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住宿、工
龄、收入方面享受“博士后待遇”，科研教学能力

培养方面也按照“博士后”的高标准严要求。 
早在 2005年，我们曾经提出八年制医学博士

MD 获得者可通过博士后招收途径进入附属医院
做博士后，在为期 2—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期间享受在校博士后待遇[2]。这样可从根本上解

决医学博士MD在医院里接受毕业后教育期间的
待遇的矛盾（低年资住院医师/临床博士后），同
时也更加有利于“八年制”吸引优秀的高中毕业

生源。 
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矛盾突出，医生职

业声望下降，医学专业受到冷遇。而八年制医学

教育属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对于吸引优质高中

生源学医，充实高层次医学人才队伍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我们建议现阶段（2020年前）不宜将
八年制转型为“5+3+X”，而是要鼓励这十余所
举办八年制的顶尖医学院校，按照 2011 年全国
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关于医教协

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所提要求，

改革创新培养模式，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培养多

学科背景的高层次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并大胆尝

试有效衔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 执业医师分阶段考试实证研究 

1999年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

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才可以报名参加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 
随着我国临床医学人才“5+3”培养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针对第 5年本科实习和规培第 1年
研究生临床实践面临的“违法行医风险”，国家医

学考试中心 2012 年就着手研究临床执业医师考
试改革。临床执业医师第一阶段考试安排在医学

生完成临床见习时进行，考试内容是临床基本知

识和临床基本技能，考试通过与否将与医学生有

无资格参加临床实习，能否顺利毕业，能否获得

住院医师规培资格等密切相关。第二阶段考试安

排在大学毕业后住院医师培训满一年时进行，考

试内容是临床综合知识和临床综合技能。 
2015年 6月 9日，复旦大学承办了国家医学

考试中心“执业医师资格分阶段考试实证研究考

官与考务培训会”，标志着我国临床执业医师类

别两段式考试实证研究的正式启动。复旦大学在

参与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分阶段考试理论题库建设

的基础上，与全国 14所医学院校共同参与了第一
批分阶段考试实证研究，所有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生都参加了6月19日的医学基本知识理论考试和
6月 20—21日的临床基本技能测试。 

在参与分阶段执业医师考试实证研究中，我

们认识到要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执业医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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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改，少则 3至 5年，多则没有期限。因为
分阶段执业医师第二阶段考试将在 3年后举行，
并且法律修改程序非常复杂。我们建议将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第一阶段考试称为实习医师资格

考试，第二阶段考试仍称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这样就不需对我国现有《执业医师法》进行修

改，通过第一阶段考试获得“实习医师资格”

就可有效解决本科实习和规培实践的“违法行

医风险”。 
分阶段执业医师考试改革将强化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质量监控，对于部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招

生规模过大的医学院校，应当根据医学生第一

阶段执业医师考试成绩，减少其临床专业本科

招生计划，逐步构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对

于本科招生规模的约束机制，以及医学院校教

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相适应的临床

医生培养体系。 

4.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双轮驱动” 

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分为学术学位和专业学

位两类。学术学位着重培养从事基础或临床基础

的研究人员，侧重于学术理论、实验研究和科研

能力训练；专业学位培养具有较强临床工作能力，

熟悉临床科研过程的合格临床医生，侧重于临床

能力的训练和提高[3]。 
我国“5+3”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成功扭转

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中所存在的“重科研、

轻临床”问题，但随之出现的问题是临床医学学

术学位研究生的生源质量下降，因为临床医学本

科毕业生不愿报考学术学位，因为根据我国医师

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2015年 1月
1 日以后入学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其研究生学历
不作为报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研究生

毕业后仍然需要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因此，在通过“5+3”模式培养合格临床医

师的同时，如何对医学院校担当临床科研生力军

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实现和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双轮驱动”，已经迫在眉睫。 
我们建议通过改革提高学术学位研究生完成 

 

科研课题的工作效能。一是通过修改临床医学学

术学位入学考试科目“西医综合”，拓展生源报考

学科背景范围，使得基础医学、生物学甚至其他

专业本科生均可被录取为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

生；二是要构建“立交桥”，让具有临床本科背景

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毕业后也可以报考医师资格考

试，参加住院医师规培，成为具有较高科研水平

的高层次临床医师；三是通过修订临床医学学术

学位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取消学术学位研究

生的临床技能轮转安排(6个月)，增加其科研课题
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时间。 
“5+3”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明确要求其学

位论文科研选题必须聚焦于解决临床工作实际问

题，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收集、病例观察、

医学统计、循证医学等科研方法，能够熟练地搜

集和处理资料，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科学分

析和总结，研究解决问题，探索有价值的临床现

象和规律”，并在 33 个月规范化培训期间完成 1
篇紧密结合临床应用的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我

们有理由预期，随着“5+3”模式的全面深入推
进，以及生源和培养质量的大幅提升，“5+3”专
业学位硕士一定会成为临床应用研究中不可或缺

的方面军，届时研究生导师不愿招收“5+3”专
业学位硕士也将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1] 汪玲.教改医改互动 推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

育模式改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 (11)：19-22. 

[2] 汪玲.关于我国“医学博士”学位授予若干问题的

思考[J].上海研究生教育，2005 (2)：16-20. 

[3] 汪玲，何珂，包江波.临床医学科学学位与专业学

位教育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 

(6)：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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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当下与未来 

2020 年 8 月 16 日，围绕新冠疫情下如何探索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吴凡和汪玲专著

《当下与未来》在上海书展首发。面对疫情提出的新挑战，专著应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研

究”系列论文成果，着重阐述了“全健康”时代医学人才培养新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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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 

2022 年 9月，专著《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建设“第一个复

旦”的“一流医学人才培养”主题论坛上首发。这本专著展示了教育改革“理

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教学成果”的典型案例；呈现了研究生“导学团队”和

本科生“科创活动”的示范模式；提供了“社会实践”的途径方式和“调研报

告”的优秀范文；发掘了复旦医学生榜样——“枫林之星”的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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ଉ໊ۅۓᳩ̵Ӥၹ܅ᴺᴺᳩ໗ၴࣁୗӤᛘᬖ̶܅ŉӞၞŊୌᦡᘶፑ֖ܔṛ

໊ᶾզ݊܅ᑀسᴺ໊ᶾڊଅտᦓ̶

ᶥސࣁ҅ڊෛጱդᙧวӥ҅܅ṛᒵᴺ໊ࣁ܅රᙙጱᬦᑕӾ҅ᥝ܅ݎ

ᬰᑕӾጱ໑ᳯ᷌ᬰᤈᘍ҅ۗێෛమԾኞ̶՜᭗ᬦ܅ڹဠݎᶾऒጱԲӻኞ

ۖໜֺ҅ڊԧӞᔮ܅ڜරᙙ୮ӥᶎԁጱᳯ̶᷌՜܅ࣁ҅ڊරᙙᬦᑕӾ҅

ᰒڊӞၞŊᘶፑ᮷ଫᧆᘍ̵᧣Ꮈଚӻጱᳯ᷌҅ŉوጱکṛᒵᴺ໊᭬܅

̵ݢᤈୌᦓ̶՜ᤒᐏ҅܅රݶܐฎ܅Ոङِጱ໐ஞىᲫሾᜓ҅܅ŉӞၞŊᘶ

ፑṛ໊ଫᒈ᪃ࢵਹ܅ݎय़ො҅ݻӧෙڊෛጱమ҅ݶ᭗ᬦᘶፑ्҅ݎԅ౯ࢵ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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ዖఘӥ܅රᙙই֜ڠෛݎҘᎣ܅ݷᴺ໊وᘸ॔෮Ӥ܅റᦎ܅ᑀ
ԏݒ

2020-12-18 18:13:01 ֢ᘏғୟོḜ ࠈ֯

ս۸Ոङِᕮ҅҅ێݎᴺ໊ই֜൭ಋ܅රᙙই֜ଫዖఘଃጱෛҘ܅
܋ՈङِᨶᰁҘӤၹই֜ےள܅රᙙڠෛݎҘՔॠҁ12์18෭҂҅ᒫӣӳ
ො܅රᙙᦞࣚืӤၹ૱܅տ܅රᙙӫᑀړտ2020ଙଙտ॔ࣁ෮य़Ӥၹ܅
ᴺԈᤈ̶

ᶎݻՈ࿆ኞ଼҅؋ङᙙ܅᩼ܓՈ

य़տզ“ᶎݻՈ࿆ኞ଼؋ ङᙙ܅᩼ܓՈ”ԅԆ᷌҅ݱय़܅ᴺ̵໊܅ᴺԪ܅
රᙙૡ֢ᘏզ݊ፘىӱՈާ᭗ᬦᕚӤᕚӥوᘸ҅റᦎዖఘߥӥ౯܅ࢵՈङِ
ጱදᶐො҅ݻ܅܋රᙙᨶᰁጱ᪠ஆ҅ړՁ܅ᴺ໊රݎጱቘᦞਫ᪢౮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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ᳩӣ܅රᙙᘶፑḒᘶፑय़տࣁݟ

6์12෭҅ኧၭय़Ԇ̵ېၭय़܅ᴺᴫંᮘ᭥ॢ܅ᴺಥېጱᳩӣ܅රᙙᘶ

ፑḒᘶፑय़տࣁݟ̶ᛔᳩӣ܄ऒӣӞ૱10ಅᘶፑ܅ᴺ໊ٖࣁጱ20֟ਹܔ

֖ጱ250֟ݷӫਹᘏἶᘸӞझ҅ࢱᕰŉෛդ܅රᙙғփಥ̵ڠෛమŊԆ᷌҅و

Ꮈ̵و̵ࠟوᦓ܅රᙙṛᨶᰁӞ֛۸ڠෛݎ̶

ԅᔲੂളᳩӣ܄ऒӞ֛۸ṛᨶᰁݎŉ଼؋ӾࢵŊࢵਹኼ҅ᳩӣ10܄ࣈਹṛ

ᒵ܅ᴺ໊ೲᆙŉڠෛوୌ̵و᧣ܐᬰ̵න̵ᩬو౮ຎوՁŊጱܻ҅ڞԭ2019ଙ12์23෭

౮ᒈᳩӣ܅රᙙᘶፑ҅ࣁᳩӣق܄ࣈᶎവᬰŉෛ܅ᑀŊ̵܅ڠෛṛࣈӨ܅ዌ֢ݳଘ

ෛṛڠ܅ቖقጱێ᪠ஆୌᦡ҅᭜౮ٍํၚݎଚ᯿܅ᔮ̵Ӿᥜ֛ۓՁ๐و௳מ̵ݣ

̶ࣈ

රᙙ᮱ṛරݪۅݪᳩሴސก̵ࢵਹ؋ܣᑀරݪۅݪᳩᴯฅᆕڊଅୗ̶ၭय़

ෛԔ҅ᳩӣלԆձۅ؋ܣᳩጮᕁᵾ҅ၭܱۅᛘཻᬨᬖ҅ၭරᙙܱᳩޮॠ໊ۅ

܅රᙙᘶፑḒձቘԪᳩ̵ӤၹԻ᭗य़܅ᴺᴯࢵ୩ᴺॊڦړᛘᬖ̶ୗኧၭय़

6์14෭ၭय़܅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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ᦞ឴ॹѺ᧞᷌ᕮᶱѺ॔෮Ӥ܅ᎸᑪኞՈङِᕮᏗຎ

2020ଙ1์4෭҅܅ࢵقយ֖ӨᎸᑪኞරᙙڠෛӨݎᎸᦎտࣁઊᥜॡܻݟ̶

տᦓኧӾࢵ֖ӨᎸᑪኞරᙙտ܅យᑀૡ֢ާտ̵܅ࢵقӫӱ֖Ꮈᑪኞරᙙ

ާտ̵܅ŉӞၞŊୌᦡᘶፑԆ҅ېઊᥜ܅ᑀय़ಥ̶॔ې෮य़Ӥၹ܅ᴺ

Ꮈᑪኞᴺ̵ૡ᮱ፘىᴺᔮᨮᨱݶப҅Өᛔ۹य̵̵़ܐӤၹԻय̵़ၭय̵़ᥜਞ

Իय़ᒵ106ಅ܅ᴺ໊ጱ800֟ݷդᤒے݇ݶوԧྌེտᦓ̶Ӿࢵ֖ӨᎸᑪኞරᙙ

տ܅យᑀૡ֢ާտԆձާ̵۹Ղय़ଉ໊ۅۓᳩ̵Ӿࢵૡᑕᴺᴺॊސභ҅Ӿ

Ԇଅᬰᒵۅܐय़៰Ⴕරദ҅ઊᥜᑃԡᳩ̵Ⴔۅ֖ӨᎸᑪኞරᙙտࢵ

ଅय़տ̶ڊ

ࢵقᎸᦎտսᐹᦞᦧᭌӾ҅ݎෛӨڠយ֖ӨᎸᑪኞරᙙ܅ࢵقӷଙԈᤈጱྯࣁ

ս឴وᑀᎸᑪኞՈङِᏗຎᔴᔴ҅܅ṛ໊ԻԧེᎸᦎտ141ᓤᦞ̶॔෮य़ݱ

2020-01-05॔෮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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ᐹᦞӞᒵॹ1ᶱ҅ԫᒵॹ2ᶱ҅ӣᒵॹ2ᶱ҅սᐹᦞ឴ॹሲҁ឴ॹ5ᓤ/ಭᑤ6ᓤ҂

឴ॹᦞᕷහࢵقڜ֖࣐ᒫӞ҅꧌ړᐏԧ᮱૱ӣොوୌಓᓕ॔෮य़Ӥၹ܅ᴺ

ٌ݊ፗંᴫં܅ᴺզ܅ᎸᑪኞՈङِጱෛԈഷෛ౮ප̶ٌӾ҅ŉ‘Ӟၞ’ୌᦡᙧ

วӥ܅Ꮈᑪኞරᙙදᶐጱ᪠Өਫ᪢Ŋ឴ᦧսᐹᦞӞᒵॹ҅ᧆᦞ2018ࣁଙࢵਹᕆ

ර౮ຎԫᒵॹŉचԭ଼؋ӾࢵᵱጱڠෛՈङِګറᔱӨਫ᪢ŊጱचᏐӤ҅ᴏᬿԧ

ŉӞၞŊୌᦡᙧวӥ܅Ꮈᑪኞරᙙදᶐ᪠҅ܨŉᑀරᕮݳŊ҅ق؋ਠܗ࠺ॊᎸᑪኞ

ङِӨᑀᎸᑪፘᕮݳጱङِࢱ҅ګᕰࢵᴬڹဠ̵ࢵਹ᯿य़ᵱचᏐᎸᑪ҅፳

ङِ҅ᔲੂᕮݶܐŊ҅ἩۜᑀᎸᑪኞݳҔŉԻ݉ᣟێෛᚆڠॊᎸᑪኞጱܻতܗṛێ

ݳᎸᑪᘶᴬṛଘय़ࢵङِᶱፓ҅Өݳᦡᒈᘶښਹ᯿य़ᑀૡᑕᎸᑪᦇࢵݳ

ङِᎸᑪኞҔŉ܅රݶܐŊ҅ے୩܅ӫӱ֖Ꮈᑪኞਫ᪢ᚆێङ̶ِ᯿ᅩՕᕨԧ॔෮य़

ŉӞၞ܅ᎸᑪኞරᙙᶾᦇښŊ҅ङِڠෛ̵ࣳଫአ̵ࣳ॔ࣳݳṛଘ܅Ո

҅ԅقᶎୌ౮ੜ଼ᐒտ̵ਫሿŉӾࢵŊ׀୩य़ጱՈฬێඪ೮̶

ۅۓយᑀૡ֢ާտଉ܅֖ӨᎸᑪኞරᙙտࢵሾᜓ҅۹Ղय़රദ̵Ӿޞय़տಸࣁ

Ԇձާྦྷԇ៘֢̽ԁଥ܅Ոङِጱፓຽ᪠ஆ̾य़տಸ̶ޞ౯໊܅ૡ᮱ࣁय़

տಸޞጱ᷌ፓฎŉचԭ଼؋Ӿࢵᵱ҅ڠෛਫ᪢ᙙՈཛྷୗŊ҅ྌಸࢱޞᕰෛդమ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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ྌक़҅ԅԧୌٍํෛդᇙᅩ҅᭽܅ᑀᎸᑪኞ౮ᳩᥢጱՈङِෛཛྷୗ҅܅Ꮈ

ᑪኞᴺړࣁᓕᶾጱଃᶾӥ҅ᑌຄᕟᕢኩಸ܅ࢵقӫӱ֖Ꮈᑪኞරᙙާտጱ

Ꮈᑪᶱፓ҅զ᧞᷌Ꮈᑪവۖૡ֢ᚆێ̶܋෭܅ࢵق҅ڹӫӱ֖රلԧ190

ӻᶱፓጱᕮ᷌ᦧਭᕮຎ҅19ᶱսᐹ҅52ᶱ๗҅2ᶱӧ᭗ᬦ̶౯໊឴ಢᒈᶱጱ10ӻ᧞᷌

យ̵ܣلզ݊ԁଥ̵҅ګԻ݉Ոङِ܅᭗ᬦᕮ᷌҅Ꮈᑪ౮ຎᘸᆌԭचᏐڥ᮱ᶲق

ಷቘӫӱ֖Ꮈᑪኞङِཛྷୗ̶꧊Ӟጱฎ҅ԅᬰӞྍے୩ᑀ᭲ᷚୌ

ᦡ҅ଡ଼ಛᑀྋ࿈҅ᖌಷᜉঅ्ኞாሾह҅܅Ꮈᑪኞᴺᑌຄറᔱਖ਼ᑀᎸ

ᦻמරᙙᕑفᎸᑪኞරᙙ֛ᔮጱํප୵ୗ҅ሲࢵقضୌᦡ̽܅ᎸᑪኞᥢӨಗӱ

ևቘ̾᧞ᑕ̶ᧆᎸᑪ౮ຎฎ19ӻսᐹᶱፓԏӞ̶

य़տᳮୗኧ౯໊܅Ꮈᑪኞᴺᴺᳩ̵Ӿࢵ֖ӨᎸᑪኞරᙙտ܅យᑀૡ֢ާտۅ

ԆձާቀරദԆ೮҅ቀࣁᕮݎӾ଼؋ࣁ҅ڊӾ̵ࢵරᙙ୩ࢵᑀරࢵيጱ

ᙧวӥ҅౯ժᥝႮفԟؾጱරᙙොᰒ҅զᒈՈԅ໑҅Ⴎ۸֛ګګදᶐ҅ے୩

ᑀದڠෛ܅Ոරᙙ҅റᔱṛ੶ེ܅Ոङِཛྷୗ҅ӧՐᥝङِտလየጱঅ܅

ኞ҅Ԟᥝङٍِํᥴ٬଼॔؋ᳯ᷌ᚆێጱݱᔄṛ੶ེ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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ᶎ଼؋ݻӾࢵᵱ ۗ܅ێරᙙදᶐ

෭܅ࢵق҅ڹយᎸᑪኞරᙙଙտӾ܅රᙙړտଙտܖࣁڦړՂ

Ԉ̶ې

රᙙ᮱֖ᓕቘӨᎸᑪኞරᙙݪݪᳩၒय़አ̵රᙙ᮱֖ӨᎸᑪኞරᙙݎӾஞ

ԆձἎਪࢵ̵ܦਹܣኞ଼؋ᑀದරᙙݪۅݪᳩᴯฅᆕ̵۹Ղय़ଉ໊ۅۓᳩސ

භ҅Ӿࢵ֖ӨᎸᑪኞරᙙտۅտᳩୟႡᒵᶾڊଅ܅យᎸᑪኞරᙙଙտ

ଚᦖᦾ̶ᛔ200ࢵقग़ಅ܅ᴺ໊ጱ800֟ݷᎸᑪኞᓕቘՈާ݇ےԧེय़տ̶

2018-12-10॔෮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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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෮قᑀ܅රᙙٚᕮᏗຎ

ᬪ෭҅ᶥࢵḒਫ਼Ԉᤈጱᒫ22Ӯኴਹꁿ܅ኞय़տӤփၾ௳҅॔෮य़Ӥၹ܅ᴺ

ኞᕟᕢ܅ແරദ୮ᭌӮኴਹꁿࢵᴺᴺॊ܅ᔮឍරദ̵ḕਹꁿ܅ᑀق

ҁWONCA҂Ԇଅ҅قᑀ܅ᔮᐞ䃆ቐරദᬳձԵॡ܄ࣈଉ҅॔෮قᑀ܅ጱݎਖ਼឴

ๅग़ࢵᴬᦾ̶

WONCAฎӮኴقᑀ/ਹꁿ܅ܐտ̵य़տᕟᕢڹԲӻܔጱḒਁྮᖽٟ҅

ᓌᑍฎӮኴਹꁿ܅ኞᕟᕢ҅ԭ1972ଙࣁᄳय़ڥԵूਫ਼౮ᒈ̶౼ᛗፓ҅ڹ૪ํ130ग़

ӻࢵਹ܄ࣈጱ50֟ӡقݷᑀ/ਹꁿ܅ኞ౮ԅWONCAտާ̶॔෮य़ᴫંӾઊ܅ᴺق

ᑀ܅ᑀ2018ଙ୮ᭌԅWONCAԵॡ܄ᶆଙ܅ኞᕟᕢۅԆଅ҅ႃԅWONCAԵ

ॡౌ܄የᓕቘੜᕟާ҅ᶶԅWONCA١ੜᕟާ̶قᑀ܅ᔮጱᐞ䃆ቐ̵ਃ

ᜱ̵ᄞப̵ڟᶶ̵ᬮ֢ԅ֖ܔ᩸ݎ౮ާԏӞ҅݇ӨWONCAԵॡ܄च੶ܣኞᎸ

ᑪੜᕟጱၚ̶ۖ

ᥢ۸ङᦒᶱፓ౮ᖂᆐ܅ᑀق

॔෮य़ᴫંӾઊ܅ᴺฎ๋ٖࢵقᑀ܅ኞᥢ۸ङᦒጱᖓݳ܅ᴺ҅Ԟฎ

2018-11-12॔෮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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රୌᦡŉෛŊ܅ғෛդݎቀ̽ಸ̵̾ٿޓ

10์13෭҅̽ಸ̾ږጭ॔෮य़Ӥၹ܅ᴺۅᴺᳩٿޓᎸᑪኞᴺᴺᳩቀᒍ

̽ෛդ܅රୌᦡŉෛŊ̾҅റᦎࣁෛጱܲ᩸ݥᅩӤ҅ᶎዖఘڊጱෛ

̵ਫෞ଼؋Ӿࢵኼጱෛձ̵ۓӮኴ܅ݎጱෛᥝ҅܅රᙙૡ֢ᘏଫᧆই֜

ᦊᦩෛդරୌᦡጱෛፓຽෛᥝ҅զ݊ଫই֜ൎෛ܅ᑀරୌᦡጱෛ᯿ᅩෛձ

̶ۓ

զӥԅقғ

2020-10-14॔෮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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ᔜᭌ ፗඎ ፡ኪᥤ ෛ ሿݎ ᧗ᬌັفತٖ

ŉྎ٩ک๖ᴡᜰ҅ᕪᬦጯ֟ॠᜊᝒܓᕷጱۘࢵق҅ێዖఘᴠഴᴥڋݐ᯿य़ኼᙯ҅ڥ

ᆐᘒقቖዖఘՖᆐইྌἧယ҅ࣈݱक़ᴠᬌٖفᴠݍ୨ጱܴێՖᆐय़ŏŏෛ٢ᙜᅘዖఘදݒԧ

դ҅ԞදݒԧՈժܣول଼؋ኞਞقጱᦊᎣ̶ࣁහ์ᜊᬔಯዖӾ҅౯ժ᮷Ⴎڰఽکݑԧܣول

ኞԭࢵਹਞး̵࿆ኞכᵑ̵ᕪၧݎಅํՈኞ଼؋ጱ᯿ᥝ̶ŊᬯฎӤၹԡഭ๗์�ࣁ

��෭Ḓݎጱෛԡ̽୮ӥӨ๚̾᯾ጱӞྦྷᦾ̶

ᓕړᴺ܅෮य़Ӥၹ॔کጱԆ̶୮҅૪ᕪગڊՔଙ�์ବӞ᩸మࣁᘌቀٿޓԡฎڊ

රጱེٚٿޓԁک٫҅ݑܧԧӤၹෛ٢ᙜᅘᴠዖጱӞᕚ̶ೲᆙٿޓጱܻᦾғŉᬯ࣋ዖጱܲݥဌ

ํੴक़Ո҅౯ժ᮷ฎՅܲᘏ̶֕ฎ҅౯֢ԅ้ᕪጱܣلՈ҅ՔॠԪ܅රᙙ܅රᙙරᓕቘ

ጱᬯԍӞӻղ҅౯ᥧ౯ํๅग़ጱᨱձ݄ᦕ୯̵ᥡ݄҅ᘍ̵̶܋Ŋ

տጱտ܅ᴺᳩ̵Ӥၹ૱ᶼᴠۅᴺጱ܅ዤഴጱᶾऒૡ֢ԧਖ਼ᬪ��ଙńń॔෮य़Ӥၹࣁฎٿޓ

ᳩ̵ࢵقܐާ̵้ձᘳӤၹ૱ዤየᶼᴠഴګӾஞԆձӤၹ૱ܣᦇۅԆձ̶զஃጱૡ֢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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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校园万象

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
——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医疗帮扶侧记
尤小芳

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创

立于 1994 年，服务团心系全民健

康、情牵基层现状，秉承“真情暖

心 • 造血连心 • 医德育心”的“三

心”宗旨，坚持“在实践中服务，

在奉献中成才”的育人理念，致力

于发挥医学博士生专业特长，集中

学校优质医疗资源，以暑期社会实

践形式，用精湛的临床技术和竭诚

的奉献精神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提供多维度医

疗帮扶，已成为复旦大学社会实践

的一个品牌项目。博士生医疗服务

团成立 25 年来，共有博士生志愿

者 177 人次，专家志愿者 40 余人

次，带队老师 41 位参与其中，足

迹遍布 11 省 16 个贫困县、21 所

医院，累计行程近 8 万公里，先

后接诊上万人次，开展医疗培训近

400 场，培训基层医护人员近千名，

服务团成员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

地区作为服务地点，先后前往云南

永平、江西井冈山、安徽大别山、

贵州黔东南、四川甘孜等地的 16

个贫困县开展服务。队员们努力克

服路途遥远艰险、高原不良反应、

手术条件欠佳、语言沟通不畅等挑

战，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带到贫困

地区。二是建最优质的团队。为了

保证健康扶贫落地见效，博士生医

疗服务团坚持打造一流的医疗服务

团队，团队成员每年经研工部组织

遴选，由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最强

科室的高年资博士生组建而成，涵

盖心内科、皮肤科、神经科、儿科、

妇产科、眼耳鼻喉科等顶尖科室，

所入选的科室专业均在全国排名前

三。此外，邀请临床经验丰富、医

坚持健康扶贫，带去“真情
暖心”服务

博士生医疗服务团自成立以

来，始终将先进、优质的医疗资源

引向农村和贫困地区，补齐贫困人

口医疗服务短板。一是到最需要的

地方。历年来将医疗资源匮乏、卫

生水平落后、群众健康急需的贫困

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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