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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题 

  理念指导行动，行动推进发展。 

  中国医学教育的理念发生了哪些变
化，中国医学教育会怎样地发展，讲讲
思考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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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教育方针 

• 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描述党的教育方针时指出：“我
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 

•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教育方针的最新描述：“坚持教育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针对医学教育理解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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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教
育经历了从小到大的过程，也在努
力推进从大到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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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向21世纪医学教育理念 

  20世纪末，为了认识新世纪对教育的要求，推进教育
改革，曾经进行了中国教育大讨论，认为21世纪是生命科
学的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纪。医学教育界认为应该确立新
的教育理念表述为： 

医学生成为教育教学的中心； 

综合素质成为教育教学目标； 

创新意识能力成为教育内容； 

强化实践能力成为教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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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医学教育经
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建设历程，取得
了较大的发展，有成绩，也有教训。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对这一理念有
清醒的认识，并不是所有改革建设都
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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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大会后的健康教育理念 

  2016年全国健康大会之后，“医学”上升为“健康”，
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转变： 

医学理念提升为健康理念，增加学科内涵； 

医务责任拓展为全民责任，强化责任区间。 

 

• 医学事业提升为健康事业，学科内涵的增加，主体责
任的改变，都提示医学教育应该向健康教育转型： 

 培养标准的岗位胜任力要求应强化健康的需要； 

 教育应该从医学人才培养拓展为全民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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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民健康理念指导下，今后
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医学教育要
向健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医学社
会人文教育的强化，包括医学学科
和医学教育的重新认识，完善内涵，
推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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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医学教育教学理念的变革 

• 教育教学理念： 

 教师为中心，学生为对象，灌输与实训为主要方法，
源于中等医学教育的残留，典型的职业教育模式； 

• 人才培养理念： 

 教师与学生为共同主体，学生在教师主导下学习实
践，学生在教师的哺育下成长；高等医学教育的主
要理念； 

• 学习成长理念： 

 学生与教师为共同主体，学生为中心，教师引导学
生学习成长；是高等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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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教学理念没有过时，多数
医学院校还在这一理念下运行教育
教学过程；人才培养理念还在推进
的过程中，也是改革要求的主要理
念转变；学习成长理念是医学教育
教学改革的前沿理念，还需要医学
教育界充分地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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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两个支撑理念 

• “冰山理论”：冰山浮于水面，展露出的1/10
是由于水下9/10的存在；教师在引导学生时，
讲透这一理念，引导学生成长的“欲望”和
“需求”； 

• “超市理论”：超市展开货柜，把人生存生活
生长需要的物品按类摆开，供人们依需获取；
教育其实就是这样的超市，摆开学生学习成长
需要的理论知识能力货架，学生在教师的引导
下去获取，进而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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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山”和“超市”理论，在
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和学习成长等
三种理念意境中都可以使用，当然
学生的自主性越强越好，教师的引
导性越强越好。但是，这是个性化
教学的理论，还是要因人而异，不
可一概而论，否则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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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仿佛医学教育相关的理念是
比较前沿的，还没有出现医学教育改
革建设的实践超前于医学教育教学理
念的现象。 

  真是如此吗？ 

  其实不然，医学教育面临的形势发
展，在呼唤着医学教育发展理念的重
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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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发展理念突破的要求可以表述
为：“中国能否从一个医学教育的大
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特色
的医学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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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什么形势在呼唤着理念突破 

• 在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中，中国医学和医学教育
以什么形象成为医学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 中国在多领域的弯道超车显示了本世纪中国的
引领地位，中国的医学与医学教育怎么办？ 

• 健康中国要求全面小康首先要实现全民健康，
中国的医学和医学教育怎么办？ 

• 医教协同医教共赢为医学教育发展提供了机遇，
中国的医学和医学教育怎么办？ 

• 中国的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已经进
入了国际同行的前列，中国的医学教育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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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对国家发展
的主要矛盾做了新的判断，这就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健康第一，健康事业不平
衡不充分，原因之一是医学教育也是
不平衡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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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医学
教育就必须要从医学教育的大国，发
展成为具有真正实力的医学教育强国！ 

  让医学教育平衡充分地发展，让健
康事业平衡充分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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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什么是医学教育的强国 

• 医学院校有两项主要任务： 

 其一是培养事业需要的人才； 

 其二是推进学科学术的追求。 

• 医学院校主要的功能指标： 

 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水平质量； 

 医学教育相关学科的学术地位。 

• 医学教育“强”的描述定义：以需求为基础 

 医学人才培养高质量及医学教育学科高水平； 

 高端人才培养在前沿、水平高、具有国际影响力；
主体人才培养要稳定、质量好、保障国家需要； 

 基层人才培养要规范、有能力、做好守门人； 

 国家需要的医学人才都能培养够培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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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近二百所本科医学教育的院校，
加上专科医学教育的院校就更多，对于医
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考虑应该因校而异，在
提高水平和保障质量的基础上： 

 第一方阵院校：国际前沿与国家引领； 

 第二方阵院校：国家前列与区域引领； 

 第三方阵院校：培养固本与人才服务； 

 第四方阵院校：模式规范与质量提升。 

  系统设计和不须盲从应该是医学教育教
学改革健身的两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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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医学教育还缺什么 

• 中国医学缺乏社会地位，医务工作者在中国没有社会地
位，没有尊严，也没有钱，医学教育缺少最好生源； 

• 中国医学教育缺乏自我认识，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医学教
育，领域内不知道什么是医学教育规律特征； 

• 中国医学教育缺乏责任阵列划分，医学教育缺乏分类指
导，医学院校办学模式比较混乱，水平质量参差不齐； 

• 中国医学教育办学体制不顺，管理机制效率效益不高，
资源投入不足，支撑环境不够好； 

• 中国医学教育管理队伍轮换过于频繁，管理体系不健全；
教师没有教育培养，经验型教师居多； 

•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将给医学教育带来致命冲击，目前很
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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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中国医学教育还缺乏一
样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弯道超车的意
识和自我发展的信心！ 

  没有弯道超车的意识，是因为没有
认识到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机遇；没有
自我发展的信心，是因为没敢对自己
对他人深入了解。 

  中国医学教育已经到了丢掉模仿，
借鉴国际，自我发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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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国医学教育应做什么 

• 认真研究中国医学教育的规律和特征，凝练中国医学
教育的理论基础，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理念； 

• 充分认识国家发展对医学教育提出的要求，突破理念
束缚，树立坚定信心，走出中国医学教育强国之路； 

•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丢弃权力和利益的博弈，
为中国医学教育搭建充分的政策资源环境平台； 

• 重建医学教育阵列，明确医学教育方阵的功能和责任，
建立分类指导政策体系，奠定医学教育强国战略布局； 

• 回归初心重新认识医学人才培养各专业的经典模式，
借鉴国际形成符合中国医学教育发展的改革顶层设计； 

• 确立人才培养水平质量目标，利用社会和科技成果，
以人才培养成熟模式，稳步推进医学教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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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责任，突破理念，认识规律，
顶层设计，友好环境，有效支持，规
范阵列，明确目标，成熟模式，内容
更新，方法有效，稳步推进。 

  以培养够培养好医学人才来实现医
学教育的平衡和充分发展，努力实现
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强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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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学教育的责任是： 

  理论建设，顶层设计，引领发展。 

  北大医学人应该有信心，带领我国
医学教育弯道超车，实现医学教育强
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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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 
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我们一定要成为医学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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