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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等医学院校在培养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新时代公共卫生人才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教
学模式与教学内容单一,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学生科研创新能力不强,实践能力薄弱,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能力,不具备全面的医学职业素养,因而不能满足新医科背景下公共卫生发展的需求。 新形势下预防医学专

业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培养应改革培养方案,适应新医科要求;丰富教学模式,优化更新教学内容;构建实践教

学平台,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科研意识,提升学生科研能力;提升学生公共卫生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医学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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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健康
中国战略的提出,为更好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以及适应新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教育
部针对高等医学院校提出的新医科的发展战略,通
过新形势、新背景、新要求、新知识、新专业、新理
念、新模式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高层次的医学人
才[1] 。 公共卫生作为医学领域的重要分支,近年

来新冠肺炎的流行不仅给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带来
了诸多挑战,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目
前预防医学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远远不能
适应新时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岗位胜任能力
是指胜任岗位工作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素质[2] ,
对于公共卫生领域而言,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人才
既要掌握“必须够用”的公共卫生专业理论知识,
又要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技能,而且要具有综合职
业能力和全面素质[3] 。

为了加快公共卫生领域的“新医科” 建设,本
文针对现阶段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岗位胜任能力培
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提出相
应的整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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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

新医科背景下的公共卫生人才不仅要掌握全
面的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具有现场组织协调能力、
宣传沟通能力、应急判断及处理能力、自我学习及
创新能力等综合能力。 传统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模式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公共卫生人才综合素
质和能力的要求[4] ,必须以培养有能力的医疗卫
生人才为根本出发点[5] 。 为了满足新医科背景下
公共卫生人才的需要,适应新时期医疗卫生的需
要,培养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公共卫生人才已经成
为高等医学院校教学重点,医学教育改革应以岗位
胜任能力为核心,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医学
生[6] 。 传统的本科阶段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过
多地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而大多数学生缺乏应对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缺乏非传染性慢性病
的预防、社区预防、健康教育、流行病学调查等的经
验,除此之外自身科研能力、临床工作能力、写作能
力、英语应用水平也存在不足[7] 。 岗位胜任能力
还要求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
一定的组织能力、相关法律和伦理知识具备一定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能够在
工作中做领导的好参谋、群众的宣传员、同行的合
作者、媒体的关注者。
2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岗位胜任能力培养体系现状

目前,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存在缺乏现场调查分
析能力、科研能力、临床工作能力、沟通能力、写作
能力、英语应用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8] 。 大多数
学生对整体的公共卫生工作认识不清晰,缺乏系统
的公共卫生思维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公
共卫生面临的巨大挑战与不相适应的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模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9] ,同时也暴露了
公共卫生领域工作人员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现场工作能力的问题。 当前大多数预防医学
专业学生虽然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但实践能力薄
弱。

同时,高等医学院校存在课程体系不完整、教
学内容碎片化、教学过程缺乏层次感等问题,并且
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呆板,难以激发学生的兴
趣,束缚了学生的思维,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
发挥,阻碍了创造性人才的成长。 部分教师照本宣
科,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学生兴趣程度不高[10] 。 现
有的预防医学实践教学体系也存在教学内容单一、
与实际工作脱节等很多问题,其中本科生实验的设
备陈旧及实验内容过时[11] ,不能适应现代预防医

学的发展的问题较为突出,而实践教学又是预防医
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因
而优化现有的实践教学体系,实时的调整教学计划
和教学内容是进一步培养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公
共卫生人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课程考核方面,
许多医学院校还是注重一些基础理论背诵知识的
考核,缺少学生对于课程综合分析能力的考核,这
也造成了有些学生虽然在课程考核过程中取得了
较满意的成绩,但学生真正的综合运用能力却得不
到锻炼和提升,不能发挥学习的主动性,不能灵活
运用专业理论知识[12] ,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具有岗
位胜任能力的预防医学人才。
3　 新形势下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培
养的要求及改革
3. 1　 改革培养方案,适应新医科要求

根据新医科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要求,特别是新

形势下医防并重的健康促进“新意识”的提出[1] ,
新医科提出以加强公共卫生知识的教育和宣传从
而提高居民公共卫生健康意识与素养为目标,推进
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培养符合新医科要求的
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新形势下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
学专业培养方案应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进行改
革和创新。 基于岗位胜任能力的培养方案改革应
遵循预防医学专业人才的成长规律[13] ,从多个方
面多个环节进行改革,首先应进一步更新和优化预
防医学专业的本科教材,剔除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老
旧的观念,更新教学案例,继续加强学生人文教育
以及专业教育,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及提高学
生的社会意识,不仅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还要提
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领导力、以
及良好的职业素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 2　 丰富教学模式,优化更新教学内容

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一直以“三段式” (基础-临
床-预防)的模式开展进行[14] ,真正学习专业课的
时间所占比重并不多,但专业课程的内容多,所要
求掌握的知识点也多,在此期间还要注重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也给学生造成了很大压力,也给学校
带来了很大挑战。 针对存在的问题,应该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改革重点,增加选修通
识课的比重,采用多种教学形式、线上线下结合的
授课方法,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群体和个体预防的
知识,强调医学知识的系统整合,有选择的开设有
关新领域、新学科的课程[15] ,开阔学生视野,拓展
学生的兴趣领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除
此之外,在平时课程教学过程中,将社会热点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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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结合,开设讨论式学习。 研究[16] 发现,分组讨
论法在课堂效果、知识运用和能力培养三方面的评
分均优于传统教学法。 这样既锻炼学生独立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系统
思维能力。 教师在教授书本知识时,采用启发式、
讨论式、问题式教学方法,并将其运用于课堂教学
和教学环节之中,更多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提升学生实践与创新的能力。 在课程考核方
面,理论考核中增加探索分析性问题的比例,综合
考察学生的系统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知识的运
用能力。
3. 3　 构建实践教学平台,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建立公共卫生专业课案例教学资源库,构建引
导式案例线上和线下教学平台为公共卫生实践教
学提供支撑。 在课程学习中,专业课教师可以利用
案例引导教学活动、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讨,将公
共卫生各门专业课中的大量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
合,灵活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指导实际工作,提
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积极引导学生参加
公共卫生技能大赛促进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
高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有助
于全面推进公共卫生实践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教学
体系,培养和锻炼实用型预防医学人才,适应行业
现状及专业技能发展的需要。

除此之外,学校要根据学生以及课程教学的实
际情况,对实验内容进行重新整合,构建一体化的
实验教学体系以及科学独立的实验考核体系[17] ,
将预防医学专业知识统一整合融合,构建从基础到
综合的实验课程体系,增强学生对于学科融合能力
的培养,保证学生在未来从事公共卫生领域工作时
能够融会贯通所学知识,促进教学与科研紧密结
合,切实促进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对本科生全
面开放实验室,提供实验相应设备,健全管理机制,
完善实验室运行机制,加大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资金的投入,为学生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3. 4　 培养学生科研意识,提升学生科研能力

为了更好应对未来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加大

对预防医学本科生科研意识的培养也成为高等医
学院校医学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为应对人才
竞争问题的需要。 培养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能力,形
成基本的科研素养,初步掌握资料的收集、整理、归
纳和分析的方法,同时,通过撰写科研论文,有效展
示和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 提升学生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让学生深刻体会科研创新探索过程的乐趣,

从而提升学生的兴趣。 注重预防医学本科生的科
研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升其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
力,也有助于培养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公共卫生人
才[18-19] 。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科研创新竞赛,例如

双百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等,相关部
门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与教
学过程相结合,激发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同时,加大对科研项目竞赛的奖励,从多方面提
高学生对科研活动的兴趣,锻炼学生的综合创新能
力,为培养学生岗位胜任能力注入创新能力。
3. 5　 提升学生公共卫生思维能力

建立和完善新时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多
部门、多领域、多渠道共同合作,发展分工明确的公
共卫生人才队伍尤为重要[20] ,特别是培养具有岗
位胜任能力的公共卫生人才。 同时也要注重教师
队伍公共卫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目前高等医学院校
的教师虽然具有高学历、扎实的专业知识、高水平
的科研能力,但缺少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等公共卫
生机构的实际工作经验,对此学校应该开展公共卫
生教学与疾控中心、卫生监督部门的广泛合作,邀
请相关部门机构有经验的教师走上讲台,为学生讲
授书本以外的公共卫生与疾病防与控的相关知识,
打破封闭式教学[21] ,使学生对于公共卫生工作有
更加清晰的认识。 增加研究性实验的比重,例如让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自主实行的交通干线大气污染
评价实验、社区居民膳食营养评价实验等研究性实
验,既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团结合作能力,
又能使学生提早适应未来公共卫生工作的需要。
3. 6　 提高学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现如今,尽管在目前的预防医学专业培养方案
中有 12 周左右专业实习部分,但也因为时间有限
不能将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完整的应用到实习
工作中。 因而,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出现
所学不能为所用的问题。 为了满足公共卫生事业
发展的需要,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改革政策,对预防
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有关应急能力培养的新
要求,在培养过程中,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针对性
的优化[22] ,着力培养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公共卫
生人才,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加强实习单位和社
区作为创新源泉的作用,引导学生在实习和社会实
践中寻找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形成以学生为
主体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既能激发学生参与
实践的热情,又能切实促进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平时教学过程中,可以开展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案例模拟,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有关突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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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事件的特征、具体内容和相关流程,并且邀
请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专家进行指导和评价,针
对学生在处理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并提出学
生容易忽视的注意事项,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
理解掌握教学内容,也锻炼了学生的应急处理能
力,为未来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顺利开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7　 全面提升学生的医学职业素养

培养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预防医学人才,医学
职业素养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医学职业素养不
仅包括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也包括人文素质及医
德修养,良好的人文素质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
力、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良好的医德素养要
求我们具备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纪律法规意识、强
烈的责任感及诚信意识[23] 。 这也需要我们更加注
重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通过更进一步加强学生假
期社会实践,进一步鼓励学生参加校园活动,进一
步加强学生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方面
的道德教育,进一步加强医学生党史学习教育[24] ,
进一步锻炼学生的领导与组织能力,进一步提倡小
组讨论互动的学习方式,从而全面提升预防医学专
业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能够更好地提高就业竞争
力,能够较好满足新时代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的需求。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彭树涛. 加快建设“新医科”着力培养卓越医学创新

人才[J] . 中国高等教育,2020(9):35-37.
[2] 任一兵,刘文全. 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促进卓越医生

的培养[J] .
 

教育教学论坛,2014(49):3-4.
[3] 郝加虎,陶芳标,胡传来,等.

 

以培养岗位胜任能力为

核心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践教学改革[ J] .
 

中

国高等医学教育,2016,6:65-66.
[4] 覃耀春.

 

浅谈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J] .
 

现代预防医

学,2011,38:4197-4198,4201.
[5] 万学红. 全球医学卫生教育专家委员会 21 世纪医学

教育展望报告的启示[J] .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1,
11(5):477-478.

[6] 赵敏,冯磊,倪守建,等. 医学生就业能力现状调查与

对策[J] . 济宁医学院学报,2013,36(3):217-220.
[7] 马海燕,苏大禹,葛琳,等. 预防医学专业“五位一体”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J] . 济宁医学院学报,2020,43
(4):294-296,301. DOI:10. 3969 / j. issn. 1000-9760.
2020. 04. 016.

[8] 刘靖伟,张姬华. 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与

对策探讨[ J] .
 

中国卫生产业,2016,13(17):123-
125. DOI:10. 16659 / j. cnki. 1672-5654. 2016. 17. 123.

[9] 段志光.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思考

[J] .
 

中国高教研究,2020(4):33-36. DOI:10. 16298 /
j. cnki. 1004-3667. 2020. 04. 07.

[10] 李晓文,田娟,严宜明. 全科医学定向生职业素养培

养体系的初步构想[ J] . 赣南医学院学报,2016,36
(5):720-722.

[11] 袁国保,李乐,龙斌,等. 创新师资与平台建设模式强

化预防医学专业应急能力培养[ J] . 西北医学教育,
2011,19(3):540-543. DOI:10. 13555 / j. cnki. c. m. e.
2011. 03. 033.

[12] 倪进东,熊咏珍,唐焕文.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实

践技能培养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J] . 中国医药导

报,2012,9(17):5-6,9.
[13] 张林. 加快新医科建设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实践[ J] .

中国大学教学,2021(4):7-12.
[14] 赵莉,刘毅,马骁,等. 预防医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与

课程分析-以四川大学等预防医学专业为例[ J] . 中

国大学教学,2017(11):34-38.
[15] 金辉,沈孝兵,尹立红,等. 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发展[ J]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6(5):
11-12.

[16] 王小丽,钟有添,黄真,等. 岗位胜任力视角下医学微

生物学教学改革探索[ J] . 赣南医学院学报,2021,41
(11):1184-1187.

[17] 肖方竹,黄波,薛金花,等.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下独立学院预防医学实验教学改革模式研究[ J] . 教

育教学论坛,2019(31):68-69.
[18] 王广鹤,田英. 培养预防医学本科生科研素养的探讨

[J] . 基础医学教育,2018,20(10):850-852. DOI:10.
13754 / j. issn2095-1450. 2018. 10. 12.

[19] 张淑兰,张海军,祝丽玲,等. 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途径[ J] . 黑龙江医药科学,2015,38
(5):96-97,99.

[20] 王坤,毛阿燕,孟月莉,等.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

展历程、现状、问题与策略[ J] . 中国公共卫生,2019,
35(7):801-805.

[21] 江城梅. 预防医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J] . 淮海

医药,2005(2):160-161.
[22] 赵志刚,李连惠. 新形势下应急型预防医学人才培养

举措初探[J] .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8,5(61):
190.

 

DOI:10. 16281 / j. cnki. jocml. 2018. 61. 164.
[23] 周烁,贾国葆. 关于医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探讨[J] .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1):83-84.
[24] 谢新清,王立榕. 党史教育对培育医学生职业精神的

引领作用[J] . 济宁医学院学报,2022,45(1):69-72.
DOI:10. 3969 / j. issn. 1000-9760. 2022. 01. 015.

(收稿日期　 2022-03-17)
(本文编辑:石俊强)

·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