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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制订与实施卓越医生

教育培养计划***以新乡医学院为例&

白国强

"新乡医学院教务处!河南新乡
LJBIIB

#

!!

#中图分类号$

!

VPLH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PQ$CKBLK

"

HI$J

#

HMCL$PMCIB

!!

HI$$

年!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召开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大

会!并下发.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

HI$H

$

L

号'首次提出了,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目的

就是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高水平医学人才!提升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HI$H

年教育部

在
$HJ

所试点高校校开展卓越医生培养计划项目!新乡医学院

成为首批,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位"在

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我们紧密结合高等医

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构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卓越医生培养

计划"岗位胜任力是
$MQB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0麦克利

兰首次引入学术界!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普通者

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的)深层次特征"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理

论的发展!胜任力的这一内涵被不断拓展!近年来也逐步成为

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HI$$

年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和教育部高

教司)北方医学教育中心&

#D,

'联合开展的.中国临床医生岗

位胜任力模型构建与教学改革/!本校作为河南省惟一协作单

位参与了河南省内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的调查研究工作!以通

过调查各层次医疗卫生机构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来探索高等

医学教育院校教育阶段根据需求制订相适应的卓越医生培养

方案"

B

!

资料与方法

B7B

!

一般资料
!

针对河南省不同级别医院的
LII

名临床医生

的岗位胜任力做了调查!包括河南省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人民医院)滑县人民医

院)柘城县人民医院)新乡市红旗区人民医院以及
L

所基层医

疗等
$$

家医疗单位共
LII

人!发放问卷
LII

份!收回有效问卷

BKP

份"

B7C

!

方法

B7C7B

!

抽样原则
!

以临床医师为主体
QI_

!重视专家意见+

其中科主任占
$J_

!副主任级以上医师
HI_

!主治医师
HI_

&各级临床医师均涵盖内)外)妇产)儿科及其他临床科室!如医

院设置全科医学专业!保证该医院至少有
H

名全科医学专业医

生参与调查'住院医师&或同等资历医师'占
$J_

"

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意见&行政人员)护士)患者'!占

BI_

+行政人员
K_

&行政人员一般在医务部门)教务部门#包

括本科*研究生教学管理$和人事部门中抽取'!护士
$I_

!患

者
$H_

"样本覆盖省)市)区*县)社区*乡镇各级医院!其中省

级医院
H

所!市级医院
H

所!县&区'级医院两所及基层医疗单

位
L

所"

B7C7C

!

抽样方案
!

共随机抽样共
LII

人!其中临床医师
HKI

人!利益相关方
$HI

人&包含行政人员
BH

人!患者
LK

人!护士

LI

人'"

B7C7D

!

问卷内容
!

问卷内容采用包括一般资料以及岗位胜任

力的重要性判定和现状判定(主要包括了临床基本能力)医生

职业精神与素质)医患沟通能力)学习与运用医学知识)团队合

作能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信息与管理能力)学术研究能

力等岗位胜任力的
K

大方面"分为同行评价表)护士评价表)

患者评价表及行政人员评价表
L

种!内容几近相同!每个项目

包括该项能力对医生重要程度的判断!分为不重要)不太重要)

一般)重要)非常重要以及无法回答!分别对应
$

"

J

分&无法评

MP$L

重庆医学
HI$J

年
$I

月第
LL

卷第
HM

期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

$LF"V#IHP

'"

!

作者简介(白国强&

$MQM\

'!硕士!讲师!主要从事高教管理的工作"



价不计入'!每个项目还显示了所处医院医生胜任力现状的判

定!分为极少部分达到)少部分达到)部分达到)大部分达到)完

全达到以及无法评判!分别对应
$

"

J

分&无法评价不计入'"

C

!

结
!!

果

河南省年轻医生岗位胜任力现状如下(临床基本能力

&

L7$IPMÌ I7JPMPP

'分)职业精神与素质 &

L7$HQJI`

I7JQP$I

'分)医患沟通能力&

L7IJLQI`I7PBLHH

'分)学习与

应用知识的能力&

L7ILIJI`I7PHH$P

'分)团队合作能力

&

L7IQIPÌ I7JQ$HQ

'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B7MQQPÌ

I7PJJBI

'分)信息与管理能力&

B7MKPKI`I7PLII$

'分)学术

研究能力&

B7KHLJÌ I7QPQMQ

'分"

D

!

讨
!!

论

根据调查显示!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

'对目前年轻

医生在临床基本能力)职业精神与素养)掌握与运用医学知识)

团队合作能力)信息与管理能力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等

方面的分值较高!但可以发现临床基本能力和职业精神与素养

两个方面得分最高分别为
L7$IPMI

)

L7$HQJI

!标准差确分别

I7JPMPP

)

I7JQP$I

!这说明对于这临床医生两项的胜任力有着

不同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分歧较大!一方面是同行对临床能力)

职业素养的理解与支持!一方面是患者和行政人员对这两项岗

位胜任力的不满"&

H

'

K

个方面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与

管理能力)学术研究能力这
B

个能力得分最低!分别为
B7MQQ

PI

)

B7MKPKI

)

B7KHLJI

!主要表现在(&

$

'医生职业精神与素质

中,淡泊名利-,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利他主义-等方面得分

较低"&

H

'在医患沟通方面!,鼓励患者与自己讨论)提出问题)

相互交流-等项目得分较低"&

B

'在学术研究能力方面得分最

低!其中最低的为,用批判的思维处理各种来源信息!恰当地做

出决定-得分均值最低"

据对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的调查现状!反思院校阶段的医

学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

'依旧是以,教-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希腊哲学家)教育

家苏格拉底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但是!目前

的授课模式依旧是以,灌溉式-的教学为主!老师生怕学生学不

会!学不够!反映在教学计划中就是不愿意减少学时!认为必须

足够的授课学时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学生自主学习

的氛围不浓!渐渐形成了自我学习的能力不够!这对医学教育

的终身学习要求是不适当的"

&

H

'人文素质教育模式亟待改进"在临床医生的岗位胜任

力中!临床基本能力)职业精神与素质)医患沟通能力及团队合

作能力等
L

个方面都与人文素质培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文

素质教育一直是医学教育的难点和重点!当前的医学教育存在

着几个的误区"

误区一(将医学人文知识的多少等同于医学人文精神的高

低"在目前的医学人文教育中!教育者只重视人文知识的灌

输!而不去思考人文精神是否有所提高!认为人文知识的学习

就是人文精神的提高!更有甚者将人文学科的分数作为衡量人

文精神的标准"

误区二(将人文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精神是临

床医学的灵魂!它远比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深刻"很多医

学院校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两者的差别!甚至有的医学院校长期

将医学人文教育通过学生活动的方式来开展!由思想政治课教

师讲授医学人文课程!有的是一名教师讲授多门人文课程"这

些都导致了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偏差!为其带上了,有色眼

镜-!完全迷失了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

误区三(将医学人文教育等同于文化素质教育"现在很多

的医学生毕业之后人文素养较低!与患者沟通词不达意)逻辑

混乱!书写病历错字连篇)语句不通!对待患者欠缺责任)冷漠

机械)缺乏同情"这些问题的存在与高校简单地将医学人文教

育等同于文化教育密不可分"

&

B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理念有待继续加强"临床

基本技能是岗位胜任力的重要内容!不断的加强临床基本能力

是医学教育的永恒话题"

HI$I

"

HI$H

年连续
B

年来全国的执

业医师通过率分别为
JQ7PI_

)

JQ7PI_

)

PH7KL_

!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尚未达到平均值!对于提高临床基本技能任重而道远"

卓越医生培养计划为了提高临床基本能力!提出了,早临床)多

临床)反复临床-!打破过去的老三段式的培养模式!进行课程

整合!真正做到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切实提高临床医生

的临床基本能力"

面对在院校阶段教育存在的问题!如何在不太大的调整空

间内实现预定的培养目标!形成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

其临床岗位胜任力"针对卓越医生培养计划!做出了一些改革

的尝试"

D7B

!

改革的核心是教育教学者教学观念的转变
!

卓越计划的

核心理念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主题-!其表达的意思是,以学生

学习为中心-!这种理念的确立是首先要管理者)教师真正的理

解其含义!从而在制度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才能做到,以学生

为中心-"为了使教师明了在,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方式中的教

师职责!防止片面理解走极端!弱化教师作用"本校通过召开

座谈会)开办培训班)开展教改论坛)院长论坛等学术活动!

HI$B

年召开教改论坛
$I

余场!聘请国内数十名知名教育教学

管理专家讲学!来逐步扭转教学管理者及教师的教育理念!激

励广大教师和管理者的改革信心和恒心!同时让广大教师和管

理者真正明白!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确切含义"

D7C

!

改革的重点是课程体系的重新构建
!

打破传统的理论教

学)见习)实习三段教学模式!建立学生早期进入临床)多临床)

反复临床的教学模式!有步骤的开展以系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

建设"目前已建成了肝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两个较为完备的

课程"将物理诊断教学贯穿于
J

年医学教学中!减少实验诊断

教学内容"在第一至第六学期开设.临床基本技能学/!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改善,先基础)后临床-的传统课程体系!全面进

行课程整改!强化临床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通科技能和临床

素质的培养"

&

$

'加强基础课程整合力度及与临床课程的结合!加大学

科融合!改革桥梁课程教学方式!全面引入以,学生-为中心的

参与式教学!通过开展
1,R

)

#,R

)

%,R

教学!将学生根深蒂固

的被动学习与思维习惯转变为主动学习+全面高仿真展示临床

诊疗思维过程!强化临床逻辑思维方式训练+通过开展临床技

能,第二课堂-活动!拓展知识范围!将课堂内的知识与技能学

习与课堂外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的培养

相结合+

&

H

'改变传统外语授课模式!更加注重外语的实际应用能

力!课堂上!一方面老师组织学生开展课前
Z'**%/6(

活动"英

语教学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主题!要求学生就相关话题准备
B

"

JE<2

的演讲!每堂读写课前抽查
H

"

B

名学生上台展示!开展

场景表演"由老师给学生规定场景!例如医院坐诊)商场购物)

假日导游等!让学生自行设计对话内容!完成表演"最后要达

到在课堂的模拟场景中脱口而出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实际应用

英语的能力"部分课程有步骤地进行双语教学甚至全英教学"

IQ$L

重庆医学
HI$J

年
$I

月第
LL

卷第
HM

期



&

B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坚持
J

年不断线"由于深受,技术

至上-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医学教育一直以提升医学生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为目标"但在岗位胜任力的
K

个核心指

标中
B

"

L

个与之相关!人文精神的培养显得越来越重要!简单

地依靠增加学时来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似乎是不可能的!从

以下几点入手"

,

改变传统人文课程授课模式!从过去的课堂上老师讲归

讲!学生忙归忙的局面变为!增加实践课程!老师布置题目!学

生自制课件和讲稿!讲授时间
K

"

$IE<2

"实践教学的内容提

前两周布置!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每一个班选举一个代

表做评委!共
K

个评委!本班学生代表的得分为所在班的实践

教学成绩!计入期末考试总成绩"

-

将人文社会科学融入医学学科专业教学!贯穿于全部课

程体系!大一新生坚持每个周末到附属医院做志愿者!从导医

开始!与病人,零距离-接触"

.

邀请先进典型召开医德医风宣讲会!组织学生就医患关

系开展辩论赛!评选我身边的,医德先进个人-等等活动!反映

医师职业精神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赏析!时时营造人文素质

教育环境"

/

加强实践教育阶段人文素质教育!实习前的医师执业规

范)医德医风)医患沟通)医疗基本操作的专题讲座!医学生誓

词再宣誓!,医疗病历书写比赛-),医疗情景剧表演比赛-等竞

赛活动以及人文执业医师考试的参加!医德实习档案的建立!

优秀实习生的评选和表彰!进一步增强医学生的职业素质!升

华职业情感"

&

L

'鼓励学生以各种形式参与第二课堂!可获得奖励学分!

大力支持卓越班同学参加大学生创新计划!自主金额为

$III

"

HIII

元*项!

HI$B

年!新乡医学院用于资助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的资金达到
JI

万"

&

J

'加强临床技能考核!严格监控实践教学"完善医学生

临床技能实施分阶段目标考核实施方案!以学分制为抓手!将

出科考核制度落到实处!逐步建立起医学考核形成性评价体

系!严格监控临床实习过程!考核内容以临床技能为核心!同时

对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职业道德)沟通能力和相关法律法规

等进行综合考核!构建客观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D7D

!

改革的难点是临床教学基地教学能力的提高
!

如何提升

医生岗位胜任力中的的
K

大核心能力!临床教学环节是重中之

重!特别是临床基本能力)职业精神与素质)医患的沟通能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学习与运用医学知识的能力"

医德是卓越医生教育的灵魂!是临床基本能力)职业精神

与素质)医患的沟通能力等能力的融合体现!通过医生的言传

身教)胜过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临床教学基地是实现这些目

标的根本!加强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从规章制度)管理体系入

手!健全完善临床教学基地的教学组织机构)教学运行)教学管

理)教学条件和质量控制+新乡医学院每个
B

年对临床教学基

地进行
$

次教学评估!实行实践教学基地动态管理!不合格者

取消其带教资格"强化临床教学基地的教学意识!每年组织各

类技能竞赛)中青年教学竞赛等教学活动"加大临床教学阶段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通过岗前培训)床边教学)案例教学)专题

讲座等形式和方法!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帮助实习医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逐渐培养其尊重患者情感体验)尊重患者意愿的

医学人文精神!并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互动与交流!促进临床教

学的顺利完成"

自
HI$B

年以来!新乡医学院依照小步渐改!边做边改!边

改边做的策略!对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取得了

一些效果!卓越班的同学们普遍已适应在该班所开展的模块化

课程体系及
1,R

)

#,R

)小班讨论课等教学方法的改革!自主学

习的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教师则通过参

与卓越班的教学!更新了教育教学理念!创新了教育教学方法"

但是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新乡医学

院将以,卓越医生-培养工作为契机!加强管理!加快各项工作

的实施!按计划圆满完成教学改革!使临床医学教育工作有质

的飞跃"

参考文献

#

$

$ 申虎威!魏武!王庸晋!等
7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强化医

学生临床技能培养#

F

$

7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HI$B

!

HQ

&

J

'(

QCK7

#

H

$ 张岩波!段志光!程牛亮!等
7

地方医科大学双核四驱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F

$

7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HI$H

!

HP

&

Q

'(

HJCHQ7

#

B

$ 林志华
7

地方高等医学院校建设和发展的若干问题#

F

$

7

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HIIL

!

H

&

L

'(

HQCBI7

#

L

$ 刘英!马英
7

昆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毕业生职业胜任力现

状调查报告#

F

$

7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HI$B

!

BL

&

M

'(

$LQC

$JI7

#

J

$ 张凌琳!于海洋!叶玲!等
7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口腔医学本

科生精英培养模式探究#

F

$

7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HI$B

!

B$

&

H

'(

$ILC$IP7

#

P

$ 林雷!陈蓉蓉
7

地方高等医学院校服务社会的思考与实践

#

F

$

7

医学与社会!

HIIM

!

HH

&

$

'(

PLCPJ

!

QI7

#

Q

$ 张岩波!段志光!程牛亮等
7

对照医学教育标准构建医学

生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体系#

F

$

7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HI$$

!

HJ

&

$

'(

$MCHI7

#

K

$ 陈茂伟!唐安洲!赵劲民!等
7

新时期地方医科院校临床实

践技能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F

$

7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HIIM

!

HB

&

M

'(

LKCJI7

#

M

$ 程博!朱彦雨!李丽芳
7

新形势下地方医学院校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的思考#

F

$

7

川北医学院学报!

HI$I

!

HJ

&

$

'(

$IHC

$IB7

#

$I

$黄瑞!陈永珍
7

卓越医生人才培养途径探讨#

F

$

7

基础医学

教育!

HI$B

!

$J

&

P

'(

PJICPJ$7

#

$$

$高晓妹!黄朝辉!路洋
7

卓越医生培养视域下的医学生医

师职业精神实践教育模式研究#

F

$

7

中国医学伦理学!

HI$H

!

HJ

&

P

'(

PMPCPMK7

#

$H

$刘隽!胡鸿毅
7

医学院校的社会责任(卓越医学教育再认

识#

F

$

7

复旦教育论坛!

HI$H

!

$I

&

H

'(

MHCMP7

#

$B

$唐建武
7

医学学科的人文内核#

F

$

7

医学与哲学!

HIIB

!

HL

&

B

'(

MC$I

!

$J7

#

$L

$梁阔!王亚军!方育
7

临床教学中加强实习医生医患沟通

能力培养的体会#

F

$

7

中国医药导报!

HI$L

!

$$

&

M

'(

$PIC

$PH7

#

$J

$肖海!吴玉华!李金梅!等
7

一般院校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F

$

7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HIIM

!

HB

&

$$

'(

HMCB$7

&收稿日期(

HI$JCILCHQ

!

修回日期(

HI$JCIPCH$

'

$Q$L

重庆医学
HI$J

年
$I

月第
LL

卷第
HM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