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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曾碧文*

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广元��628000

摘�要：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是深化国家卫生体制改革、保障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需求的保证。当前，全科医学人才

在公共健康保障和医学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医学防控进入常态化，社会对全科医学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

凸显出了我国医学教育面临着医学人才培养亟须均衡化发展、基层卫生人才培养亟须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亟须完

善、大众健康教育亟须普及等挑战，我国各地方对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尚不完备，仍在积极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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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医改和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应用型全科医学人才，健康中国理念的提出，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任务从疾

病的治疗逐步转变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降低人民群众的疾病发生率。而现实中，基层应用型全科医学人才严重匮

乏，全科医学人才的数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问题。国家首批

卓越医师培养计划—“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设单位。学校不断深化“为农村办学，

为基层服务”的“二为”办学特色，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应用型全科医学毕业生扎

根基层，为新医改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人力保障。

1��目前我国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层全科医学人才队伍人数不足

稳定性较差全科医学人才是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但

是，基层医务工作者学历不高，日常工作事务较为繁杂，且人员配比不足，导致其与居民卫生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这

也是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分级医疗制度尚未完备，问题尤为突出>��。

�����医学培养中存问题

医学教育改革虽然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制度建设问题，人才输出质量与现实需求不匹配

之间形成鲜明反差等问题，全科医学的发展依赖于医学教育体系的改革与进步。医学院校要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全科医学专业医教协同育人机制，推进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临床技

能，搭建协同育人平台，构建和完善符合中医全科医学专业特点的培养模式。现在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已成为制约卫生

医疗改革发展的一个瓶颈，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大背景下，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健全医教协同机

制，实现各级各类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有效衔接和沟通，加快培育大批合格全科医学人才，进一步建设和筑牢卫

生健康服务体系的网底>��。

2��应用型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建议

�����坚持政策引导，增强专业认同感

对于定向生的专业学习和职业生涯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看，����年�月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

《关于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就业安置和履约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政策对我

国深化医改和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作用，逐渐引导定向生树立积极的学习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将政策落到实处；另

一方面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实情拟定具体细则，从毕业后的薪酬待遇、继续教育、职业晋升等方面着手，逐渐缩小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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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定向之间的差距。

�����制定激励制度，提升全科医学人才学习积极性

从签约服务于基层的全科医生的调查中了解到，基层全科医生对物质保障和职业发展都有自己的期盼和诉求。建

议，将就业编制分配至基层医院，有条件的单位为基层全科医生配建保障住房，有全科医学系列单独晋升渠道，提升

人才发展空间>��。因此，必须从培养和使用的全过程加强职业价值观教育，促进全科医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弘

扬医生的职业精神：“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真诚守信、精进审慎、廉洁公正、终生学习”；做到甘愿付出，以期能

够在强大的精神支撑下克服多种困难。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积极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

注重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协同，倡导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创新教学模式；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充分利用优

质课程学习资源>��。通过3�/、对分课堂、临床模拟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实施，更加突出学生在教学活

动中的主体地位，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力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培养学

生的沟通和协作意识。

�����加强全科专业师资培训和配置

由于全科医学相对专科医学有着自身独特的观念和方法，且基层医疗机构同综合医院专科工作内容有着很大不同，

因此普通专科医师出身的教师并不适合讲授全科医学课程。考虑短时间建立专业的全科医学师资队伍存在一定困难，因

此对现有师资应定期开展培训或进修，定期下沉到附近社区医疗机构，重点在于全科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社区医疗

技能的训练>��。同时，在基层长期工作的社区医生，虽然临床经验丰富，但是大部分带教能力有待加强，对于这部分兼

职师资应开展相关培训，使其掌握全科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提高教学能力，打造一支专业的兼职师资队伍>��。

�����重视全科医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全科医学教育的性质要求全科医生必须具备扎实的综合临床实践技能，作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加强临床操

作技能培训对于全科医生至关重要。注重全科医学生临床技能培养质量，增设早期临床实践培养计划，合理安排学生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进行临床实践，开展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为导向和疾病预防为核心

的学习指导和危急重症急救技能训练，不仅促进了基础与临床、理论与实践的早期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临

床思维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以及对医疗卫生职业的情感、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强化临床技能实

践操作技能，对全科医学生进行了“见习前临床基本技能过关考核—实习前临床基本技能综合考核—实习期间临床专

科技能出科考核—实习末期临床技能多站式综合考核”的四段式临床技能考核体系；积极引导、鼓励全科医学生参加

各级各类临床技能竞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3��结束语

当前，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大背景下，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促使医院的建设和发展理念及管理模

式发生变革，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结合社会需求、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医疗机构进行医教

研协同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医疗机构与学校的协同合作涉及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医院要参与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

将教学临床有机结合，临床实践与教学内容相融合、与学生学习活动相融合，科学探究方法贯穿到教学方法，进行系

统协调的合作育人。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仍处于不断改革与探索的过程中，面对当今社会更加艰巨的挑战与要求，应全

面剖析全科医学教育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未雨绸缪，以培养高质量优秀全科医学人才为己任，为健康中国建设发

挥应有的作用。更好地契合社会发展趋势，突破已有藩篱，以完善中医药教育体制着力点，深化中医药教育综合改

革，特别是在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方面，面向社会新发展需求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新问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线福华�路孝琴�吕兆丰�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及其实施中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全科医学����������������������

>��黄心 �五部委出台意见免费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专业以中医学和临床医学为主 >-��中医药管理杂志 ��

�����������

>��潘志刚�祝墡珠�浅谈三级综合性医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



全科临床研究与实践国际全科医学�2021� 第2卷� 第4期

51

的措施与建议>-��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山东中医药大学社区中医教学团队�探索社区教学模式发挥中医全科优势—社区中医教学团队简介>-��山东中医

药大学学报���������������������

>��张志红�王缕�扈星�等�医学高等院校增设全科医学专业的必要性>-��高教学刊�����������������������

>��刘颖�李国华�郭怀兰�等�湖北某学院全科医学专业学生公共卫生能力培养的问题及对策>-��实用预防医学�������

���������������

>��刘国恩�官海静�分级诊疗与全科诊所：中国医疗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中国全科医学�����������������������

>��李忱阳�杜润璇�董华�英国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