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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国举办现代医学教育的历史已超过百年!但医学教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本研究综述

了医学教育学在国外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情况!对比国内医学教育学发展历程!研究发现如下%"

$

#我国医学教育

学处于学科形成的&前范式'时期("

1

#应借鉴国外经验!在医学教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学科!同时应用范式

理论推动我国医学教育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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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洲医学

教育学会"

=>??

#颁

布的第
1/

号教育指南

正式提出了医学教育

学系 "

@>?

#的概念!

@>?

指的是医学教育

部门 "

>7!#69:?!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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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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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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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9:<7+79D62

#)医

学教育研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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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机构的代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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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叶国外

已出现了
@>?

类似的机构$自
$($1

年成立第
$

所

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学校至今!我国现代医学教

育的历史已超过百年*

1

+

$目前社会快速发展!医学教

育面临信息爆炸)网络信息化及医患矛盾等多种问题!

医学院校对于医学教育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至今医

学教育学在我国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因此!笔者通过

综述国外医学教育学发展研究现状!与我国医学教育学

进行对比及经验借鉴!提出了将范式理论应用于我国医

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设想$

!

!

医学教育学在国外的发展

!&!

!

国外医学教育研究机构和学系的成立促进了医

学教育学的快速发展
!

世界正规高等医学教育发展

从
$($%

年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把医学教育

研究"

>?<

#作为一个领域而发展的历史最早可以追

溯至
1%

世纪
;%

年代*

'

+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工作的副

教授
H?F<H?

为医学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如今!医学教育研究的发展与
@>?

的成立相互

促进!并且为医学教育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早期的医学教育研究!是从医学教育研究办公室

"

FEE#67+"E<7+79D62#, >7!#69:?!A693#",

#发展而

成!第
$

个医学教育研究机构是由凯斯西储大学教授

I=J?

在
$(;/

年组建的*

$

+

$发展至今!

@>?

已经不

仅仅是一般的医学教育研究机构!而是更加重视医学

教育学科发展的组织团体*

0

+

$在医学与教育等多学

科背景的团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医学教育学研究领

域的学术团队逐渐形成$学术团队成员们深入挖掘

和研究医学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凝练了医

学教育学的学科方向$例如成立于
$()'

年的美国南

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通过实施教师发展)职业设计

咨询)教育项目评估)科研指导等多项工作提升医学

教育学的发展*

;

+

$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以
>7!#69:

?!A693#",K62":9D+LD"

M

D98

项目为依托!开展教学

原理)策略)教育评估与评价)学术领导力)科研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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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1%$)

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

1%$)N.OPK%%1

$%

王红漫$王红漫&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跨学科科研与教学工作%

1%%-

年创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社

会学教研室和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持了
1$

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项&国家工程实验室政策类研究重大项目
1

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重点项目
$

项&北京市)十二五*教育规划重点项目

$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重大项目
$

项等%著有+大国卫生之难,+大国卫生之论,+大国卫生之道,+个性化健康管理,+全球健康国际卫

生攻略,+医步亦曲,等专著(任+中国医学人文评论,医学社会学专刊执行主编&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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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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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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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学教育学学科建设
!

对于医学教育学是

否是一门学科!不同学者所持态度各异$

C<QKT=U.

CIF

等*

-

+首先对学科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学科

是由共同的假设)范式和方法引导的!而领域则由不

同的范式)假设和方法结合在一起$据此他们最终认

为医学教育学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

CFU.

KT=UC?

*

/

+认为这种观点在过去是对的!但随着时代

的演变!医学教育将会成为一门学科!笔者同意此种

观点$

作为一门学科!医学教育学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

和实践*

/

+

!这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一样!都需要通

过实践加强学科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

+

!而不仅仅是轶

事报道和个人的经验总结*

$%

+

$对于医学教育学这个

相对年轻的学科而言*

$$

+

!学科建设是离不开循证研究

的(同时有学者也指出学科建设还需要医学教育家们

的职业投入和团队合作*

$1

+

$

"

!

医学教育学在我国的兴起

!!

医学教育涉及医学与教育两个一级学科的研究

范畴!目前在我国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面临着&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性问题!也存在着将医学教育学学科化)专

业化的观点$目前医学教育学在我国尚未被列入学

科目录!笔者认为它正处于学科形成之前的&前范式'

时期$所谓&前范式'时期通常是以对合理的方法)问

题和解答标准有频繁而深入的争论为标志的*

$'

+

$

$(/-

年国内出版了第
$

部医学教育理论专著即,医学

教育学-!这对于推动医学教育学的研究和学科的发

展有重要意义$本世纪初!学者指出高等医学教育学

是高等教育学科的重要分支学科!是以研究培养高级

医药专门人才的教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

学科*

$0

+

$王红漫*

$;

+认为!是否拥有专职教师)专业学

会和专业期刊是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这

与国外医学教育学学科建设需要医学教育学家团队

建设和深入开展循证研究有相似之处!笔者认同此观

点!认为我国医学教育学专职教师)专业学会和期刊

都正在走向成熟和完善!已经进入了学科形成之前的

&前范式'时期!为推动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有利保障$

"&!

!

具备专科背景的医学教育学师资队伍的建

设
!

医学教育学专职教师!应该兼具医学和教育学的

双重背景$在我国医学院校中!教师大多是医学专业

背景!并且在岗前培训中经过了教育学相关知识的培

训!但这远不能满足医学教育学专职教师的师资要

求$成立于
$(/$

年的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原

北京医科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是我国医学院校成立

的第
$

个医学教育研究所!在
1%

世纪
(%

年代与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联合举办医学教育硕士研究生班!为我

国培养了首批医学教育硕士$

1$

世纪以来!医学教育

专职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和

成熟$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近些年已将一批具有

医学本科或者硕士学历的教师输送到北京大学教育

学院或者社会学系进行深造学习(

1%$(

年北京大学将

招收首批医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学生由北京大学教育

学院统一管理!具体培养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北京

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共同负责!这也是北京大学继上

世纪与伊利诺伊大学联合培养首批医学教育硕士之

后!在国内独立培养医学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再次创

新$在不久的将来!具有医学教育硕士专科背景!以

及同时具备医学和教育学专业背景的人才将成为医

学教育学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等专业学会的发

展
!

$(/'

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成立!该分会的

宗旨是团结和依靠全国医学教育工作者!坚持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开展医学教育研究和学术交流!为促

进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健

康需求做出贡献$分会定期召开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和中青年医学教育学术会议!各专业学组定期召开所

属专业医学教育学术会议!分会
1%%-

年开始成立&医

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对于医学教育领域的科学研

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下设的分支机构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紧密结合医学

教育实际!深入开展医学教育研究!也为医学教育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

专业期刊的发展
!

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医学

教育-杂志在
1%%)

年进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更名

为,中华医学教育杂志-!该杂志及时关注医学教育研

究和发展动态!展示科研成果!促进了学者在此方面

的学术交流$同时!国家教育部委托浙江大学和全国

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主办了,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杂志!

也是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会刊和全国医学教育核

心期刊$

学会)院校和教师等团体都在积极促进我国医学

教育学的发展$不仅如此!高等医学教育的培养对

象...医学生们对于医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都提出

了建议$针对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王红漫*

$)

+从医学

生角度调查了学生对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保障措施等方面的态度!提出了&教学
.

科研
.

服务

社会)服务国家)服务民生)服务人类三位一体'教学

模式和因材施教的&金苹果'教学法!纳入多层次的教

学内容)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

1)'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

期



不发'的教学原则和育人理念!并强调了发展专业素

质教育的同时!也要发展人文社科素质教育)职业素

质教育和身体素质教育*

$-

+

$

#

!

国外医学教育学发展历程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

!

在医学教育学系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学科建

设
!

自
1%

世纪
;%

年代美国建立了第
$

所医学教育研

究机构开始!学者们对医学教育已经开展了逐渐深入

的研究$在亚洲!有的国家已明确颁布政府公告!要

求每一所医学院都要发展一个医学教育部门!以保障

医学院校跟上时代快速发展的步伐*

$/

+

$我国应借鉴

国外的经验!将医学教育学的发展依托于医学教育学

系实体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在开展研究和自身发展过

程中将逐渐促成学科建设$

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研究机构职能与世界其他国

家医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基本是相符合的!对于推

动医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已起到积极作用$但研究显

示!我国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研究的师资队伍较为薄

弱!师资建设成为学系发展的最大难点之一!学科建

设的当务之急是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配备

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

0

+

$借鉴国外医学教育学系的

经验!吸纳包括教育学)人类学及认知心理学等多学

科背景的优秀人才!培养和建设医学教育专业化的学

科人才!在学系建设过程中促进学科的发展$

#&"

!

借鉴范式理论推动我国医学教育学学科建设
!

范式理论是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托

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核心概念!

库恩认为范式是标志一门学科成为独立科学的&必要

条件'或&成熟标志'$瑞泽尔认为%范式是存在于某

一个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

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

对问题进行质疑及解释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

的规则$范式是一个科学领域内获得最广泛共识的

单位!可以用其来区分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或亚共同

体!它能够将存在于科学中的不同范例)理论)方法和

工具加以归纳)定义并相互联系起来$笔者认同瑞泽

尔的观点!具体到医学教育!就是医学教育学家这一

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关于医学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本

意向!提出建立医学教育学学科的研究问题!并且遵

循共同体认可的原则)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和解释

答案*

$'

+

$

在国外!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共同组成了医

学教育学这个学术共同体!这些成员对医学教育学存

在着相同的认识价值)信念!从科技的进步*

$(.1%

+

)教育

理论选用*

1$

+

)教育教学范式的变迁*

11.1'

+等维度对于医

学教育学的学科范式进行了研究$相比而言!国内研

究较少!有学者提出了高等医学教育范式的生态学转

向观点*

10

+

$研究了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范式*

1;

+

)教学

范式*

1)

+等问题$学者关注的研究视角已逐渐多样!但

高等医学教育目前仍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缺

乏由范式引导的医学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

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意向和研究支持!目前仍处

于学科形成之前的&前范式'阶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医学教育学目前处于

&前范式'阶段$在医学教育学系发展中应借鉴国外

经验及范式理论以加强学科建设(并且随着首批医学

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在不久的将来!医学教育学

的专职教师)学会和专业期刊!将逐步发展完善!为促

进和实现医学教育学学科化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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