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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临床医学专业特色建设及成效浅析"

肖红秀!秦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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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

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特色专业

的建设是其中的建设内容之一)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

专业%是
*C$%

年办校以来开设的第
*

个专业#于
*C%%

年招收

首批临床医学本科学生#经过不懈努力#该专业于
+,,%

年被海

南省教育厅批准为首批省特色专业建设点#

+,*,

年被教育部

批准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现将本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建设

举措及成效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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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专业建设内涵#突出专业建设特色

针对海南省的地理环境及医疗条件#本院临床医学专业定

位面向基层#为基层培养医疗技术骨干)并根据海南国际旅游

岛需求#调整和丰富专业建设特色)

C?C

!

培养基层卫生骨干队伍
!

海南省四面环海#交通不便#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基层医疗

卫生任务繁重)根据基层卫生工作的需要#开设社区医学*急

救医学*康复医学*健康教育*全科医学和卫生管理学等适应医

学模式转变的课程)临床学院本着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帮

助解决工作中实际困难为目的#先后采取如下措施!$

*

%免费接

收校友回校进行临床进修&$

+

%举办继续教育学习班&$

B

%到基

层卫生单位指导工作)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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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特色医学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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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海南地处热带#旅游人流量

大#热带传染病威胁着海南人民的健康#需要大量预防和诊治

这类疾病的医学人才)本院临床医学专业立足海南#面向东南

亚乃至整个热带地区#开展热带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形成

独树一帜的热带医学教育特色)在
+,,@

年的临床医学专业培

养方案中开设了反映海南特色的+热带医学概论,*+热带病防

治,*+热带病原检验,和+热带药用植物学
V

等
$

门选修课程#共

D

学分#要求学生至少修读
*

学分)

D

!

培养特色人才的举措

D?C

!

注重人才的+内培外引,战略
!

师资队伍是培养特色人才

和特色专业的建设主体'

B

(

)采取特殊政策引进国内知名的学

科带头人和国外优秀人才来本院临床医学专业任教&鼓励青年

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到国内外知名大学访问*进修)不断优化

师资队伍结构#逐步形成+三高一低,即高学位*高职称*高水

平*低年龄的群体优势)近
B

年共引进和培养硕*博士研究生

教师
B0

人#引进学科带头人
B

人#派教师外出进修学习
@B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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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培养青年教师+导师制,

!

为青年教师指定一位敬业

爱岗*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作指导教师即

+导师制,#并且规定师徒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导师的主要任务

是指导青年教师完成教育教学常规工作*进行教学课题研究和

精品课程的设计等&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

(

)本专

业师资队伍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其中高级职称占
0,Y

以上#

硕*博士研究生教师占
D,Y

以上#教授*副教授理论授课率

C@Y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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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

本专业重视实践教学#

+,,@

年投资
B0,,

余万元#新建了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中心%)

中心是目前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临床技能实验室之一#设备总

值达
**@$?$

万元)有先进的仿真医学技能教学实验室
**

个)

教学场地模拟实际病房*手术室和诊室真实环境)建立了网

络*数字化手术观摩系统)中心与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及+医

院数字影像传输系统,连接#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可进行网上

自学*网路课程*虚拟实验等#使实践与理论教学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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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整体化临床教学模式改革
!

本专业坚持教学法改

革#努力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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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技能实验教学改革为中心#全面

调整临床医学本科专业教育目标)修订+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

本科$五年制%培养计划,#压缩必修课时数#加大实践课比例#

使授课与见习达到
*]*

)调整课程设置#增设+感染病学与热

带医学,和+急救与灾难医学,&并将临床技能实验课程从理论

课程体系中脱离出来#独立开设了一门+临床技能,训练课程&

增加了各课程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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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时数)针对性的修改各课程+教学大纲,及实

习*见习手册#修订后的培养计划更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

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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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

建立了校级
0

院级
0

教研室
B

级督导监控'

%)0

(

)教学督导组每学期进行
*

次教学中期大检查

及
+

次抽查)由教学督导组根据听课*学生评教*同行评教等

方法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作为晋级*职称评

定和聘任的重要依据#并设立校级*院级教学优秀奖#鼓励教师

积极投入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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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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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本专业定期或随机听课共

*+0

人次#结果优良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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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优良率每学年不断提

高#为本专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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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的建设成效

+,,+

年以来#以本专业学生为主体的海南医学院+三下

乡,志愿团#每年均获海南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在众多的学生获奖项目中有
*$

项国家级

奖励#

DD

项省级奖励)其中有海南省+挑战杯,大学生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

项#一等奖
+

项#二等奖
B

项#三等奖

B

项)

+,,C

年本专业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获教育部批准成为

+国家级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有省级重点医

学学科
$

个*省级精品课程
%

门*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

个#获省

级以上各类教学成果奖
C

项#主持和参与编写教材及参考教材

@@

本#自编实验指导等
+$

本#承担省级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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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指大学纵向组织结构中直接承担

教学*研究*咨询服务职能的最低层次的正式组织'

*

(

)新中国

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大学的学术组织一直沿用苏联

模式#即+学校
b

院$系%

b

教研室,结构#教研室是基层教学组

织细胞'

+

(

)进入
+*

世纪#国内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学早已突破了传播知识*发展知识的传统功能#而具有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功能'

B

(

)随着大学功能的不

断扩展#国内大学#特别是+

C0@

,等研究型大学在基层学术组织

改革上先行先试#建立了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教学科研组织#

如科技创新平台*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室%等)这些变革为

研究型大学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服

务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与之相比#从教学科研型大

学视角研究和实践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较少)因此#探讨教学

科研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特性#构建高效*动态*充满活力的

大学+细胞,#对于教学科研型大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和应用

价值)

C

!

改革前学校基层学术组织的状况

作为一所由地方政府为管理主体的普通本科高校#重庆医

科大学同国内多数教学科研型大学一样#学术组织结构较为单

一#自
*C@D

年建校以来至本世纪初#一直沿袭校
b

院$系%

b

教

研室直线制式结构#教研室为主要的基层学术组织)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

%教研室设置以课程为依据#强化学科专业#

条块分工#学生被局限在专业的小圈子内#视野不开阔#科研素

质欠缺&$

+

%教研室内部教学*科研分离#教师不能结合教学和

人才培养进行科学研究#教学的学术性*创新性难以体现&学生

不能渗透到教师的科研活动中去#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

思维难以得到训练&$

B

%教研室主要承担教学任务#科研只是教

师自己的个体行为#是分散的小作坊式的研究#难以承接重要

项目#不能形成联合攻关的创新团队&$

$

%院系*教研室之间#壁

垒森严#学科所有制*人员所有制*资源所有制#人*财*物难以

共享#效益低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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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学术组织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生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学

科不断涌现#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多学科的交叉*渗

透*融合已成为当前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作为一所地方教学科研型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努力探索基

层学术组织改革#通过改革促进教学科研的协调*促进学科的

交叉融合和重点研究领域的发展#凸显学校特色'

$

(

)在这种情

况下#原有直线型的+科层制,管理模式'

@

(

#以教研室为基本类

型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小而分散的科研模式#狭隘的院系*教

研室管理权限以及人财物壁垒#割裂了学科之间*教研之间的

联系#制约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卫生事业发展&成

为学校建设教学科研并重*建设国内高水平特色医科大学的桎

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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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学术组织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E?C

!

整合资源#建立跨学科*跨教研室*跨院系的教学科研共

享平台
!

打破传统的院系*教研室管理壁垒#进行设备和场地

资源整合#建设校级*院级科研教学平台)学校依托国家重点

学科共建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集中各院系所有的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成立校级研究平台///生命科学研究院#提

升学校承接重大科研项目*进行科技创新的实力&依托实验教

学任务较多且成熟的院系#建立校级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将各

院系实验教学仪器和实验教学技术人员归口中心管理#加强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在条件成熟的院

系#将教研室原有的教学科研功能剥离#集中院系科研仪器资

源#成立研究中心和研究室#建立与教研室并行的科研组织+细

胞,)此改革#避免了原有体制所带来的行政色彩太浓*单位壁

垒*资源分散*功能单一等弊端#使基层学术组织成为学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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