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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医学院校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思考①

贝春华，梁磬清，韩　 菲，曾怀才，谭盛葵②

（桂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新时期公共卫生工作面临着来自新的突发传染病、慢性病以及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的挑战，传

统的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模式明显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公共卫生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

要求。 为探索新时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和实践教学模式，笔者提出建立自主发展为导向的“三

类型三模块”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分层培养、协同创新、综合评价”的创新

实践教学模式，制定全方位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加强课程思政教育，全面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

题的实践创新能力，为地方医学院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创新实践；地方医学院校

中图分类号：Ｒ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４０９（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９３－０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①

ＢＥＩ Ｃｈｕｎｈｕａ，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ｑｉｎｇ， ＨＡＮ Ｆｅｉ， ＺＥＮＧ Ｈｕａｉｃａｉ， ＴＡＮ Ｓｈｅｎｇｋｕｉ②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ｕｉｌ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ｌｉｎ ５４１１９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 ｉ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３９１·

①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２０２１ＪＧＢ２８３，２０２１ＪＧＺ１４５）。
②　 通信作者：谭盛葵，Ｅ⁃ｍａｉｌ：ｓｋｔａｎ２００８＠ ｓｉｎａ．ｃｏｍ。



第 ５ 期 华　 夏　 医　 学 第 ３５ 卷

　 　 随着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及健康促进工作的加

强，各种传染病有的被控制有的被消灭，但仍面临着

新的突发传染病和旧型传染病卷土重来等问题与风

险。 目前，烈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已不多见，

但艾滋病、肝炎、性病等旧型传染病仍呈不断上升趋

势，新冠肺炎、猴痘等新的突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给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带来了更大、更新的挑战。 从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预防为主”

工作方针，到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全国卫生大会明确了新时

期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问题

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可见公共卫生在我国

卫生与健康工作所处的重要地位从未改变，它不仅

是全民健康的第一要素，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

稳定的重要因素。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任，是

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保障。 因此，重新审

视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短板，探索优化公共卫生

人才培养体系，成为公共卫生教育亟待思考和解决

的问题。

１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不足

高校培养的学生是否具有实践创新能力是评价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发展，公共卫生工作面临着来自新的突发传染病、慢

性病以及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的风险，当今社会对公

共卫生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１－２］。

新时期不仅要求公共卫生人才掌握全面的专业医学

知识， 还要求具备现场处置能力、预防措施制定能

力、现场决策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实践能力以

及人文素养等综合素质［３－５］。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

之后，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从传统的生物医

学模式向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公共卫生人才

培养模式远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公共卫生人

才的要求。

２　 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探索如何在专业实践教学

中培养学生创新实践意识和创新实践能力，是各高

校实践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我国医学

专业实践教学中普遍存在创新实践意识不强，创新

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 我国预防医学专业教育重视

生物医学模式，缺乏社会学、管理学及经济学等社会

管理方面的内容，在培养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具有

优势，但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及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

培养方面明显不足［６］。 普遍存在重视理论知识学

习，轻视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现象［７－８］。 良好的实践

教学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还

能提高学生利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９］。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存在缺乏

实践教学水平高的师资队伍；缺少实践性强的优秀

教学案例；缺乏规范统一的实践内容和考核标准；缺

乏实践教学的政策保障等问题［１０－１１］。 地方医学院校

大多为地方输送大量基层卫生服务人才，而且办学

条件和经费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公共卫生实践教

学存在以上问题的情况更突出。 因此，地方医学院

校公共卫生实践教学环节亟待加强和改革。

３　 优化与重构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３．１　 更新教育理念，树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转变教育理念，革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手段，形

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以

网络资源为平台，以自主发展为导向，以岗位胜任能

力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为目标”的创新人才

教学模式，注重学生成长成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

３．２　 整合教学内容，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３．２．１　 增强实验教学的综合性和设计性　 以往预防

医学专业的实验课安排，大多是验证性实验，培养的

是学生公共卫生实践技能规范操作能力，不利于学

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因此，需要增加综

合性、设计性教学内容，这有益于学生的创新实践能

·４９１·



第 ５ 期 贝春华等：地方医学院校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思考 第 ３５ 卷

力培养，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这一章

节，可以采用现场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开展实

验教学，要求学生实验课前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设

计和脚本撰写，每个实验小组进行课堂展示和表演，

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

还要重视教学案例的收集和撰写，可与疾控中心和

其他医疗卫生企事业单位合作，把本地区经历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防控救治经历总结成案例，

使学生从真实案例中理解所学公共卫生理论在实践

中的应用。

３．２．２　 变革实践教学方法　 传统的预防医学实践教

学主要是线下课堂的公共卫生实验技能操作、案例

讨论和数据分析等。 而在疫情背景下，线下实验教

学无法正常开展，积极探索线上实践教学非常有必

要，例如制作和利用慕课、微课进行合理的线上实践

教学，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实践教学视频学习，然后通

过线上结合线下考核来评价学习效果；一些大型仪

器设备无法保证每个学生使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构建虚拟仿真项目，学生通过访问虚拟仿真实验网

站开展线上模拟实验并完成考核；鼓励学生开展创

新实践，通过自制 ＰＰＴ 教学视频进行健康宣教和实

践，例如自制流行病学设计问卷，通过问卷星等线上

方式开展实践调查，并且完成数据分析和科研论文

撰写。 同时注重 ＰＢＬ、ＣＢＬ、对分课堂、翻转课堂及项

目驱动法等教学方法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３．２．３　 建立“三类型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　 建设以

学生自主发展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实

践教学体系，包括创新实践条件、自主创新实践、创

新实践拓展 ３ 部分。 其中，以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

养的目标牵引创新实践条件和创新实践拓展，以学

生个体的发展与需求引导学生参与自主创新实践，

最后共同促进预防医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 并且

需要围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目标，将预防医学专业

课程的实验内容进行整合，优化课程内容设计，修订

课程教学大纲，促进学科交叉，构建以学生自主发展

为导向的“三类型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 三类型即

常规验证型、综合设计型和创新实践型；三模块即公

共卫生基本实践技能、科学研究设计与方法、资料处

理与统计分析。

３．２．４　 构建“分层培养、协同创新、综合评价”的创新

实践教学模式 　 为促进学生自主发展，推动创新实

践分层培养，将自主创新实践分为三个时期三个阶

段，依次包括早期兴趣引导、中期实践融合和后期拓

展提高。 早期兴趣引导阶段通过早了解、早接触、早

参与指导老师的科研项目或基础实验，激发学生科

研兴趣、培养动手能力，引导学生了解创新实验条

件，并参与创新实践活动。 中期实践融合阶段可通

过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从理论知识

学习到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 后期拓展提高阶段，

学生可通过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指导老

师的高水平科研课题或参与学科竞赛等，提高创新

能力。 高校与地方企事业单位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机

制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实际

岗位需求相结合，从而提高企事业单位创新能力。

设计多元化、全过程、全方位的评价方式，综合评价

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收获。

４　 建设高水平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４．１　 建立学工教师＋专业导师＋行业导师的师资队

伍

提高学工教师的业务能力和积极性，及时掌握

学生的思想动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

践、主动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利用疾控中心和

其他医疗卫生资源，建设一支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

强的“行业导师＋专业导师”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师资

队伍，做到“请进来和走出去”，即请行业导师到学校

进行授课及讲座等，专业教师到各级公共卫生机构

进行交流和学习，从专业和思想政治上培养思想品

德高尚，具有公共卫生情怀，专业技术过硬的高素质

创新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

４．２　 制定相关支持和保障政策

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文件，鼓励公共卫生学院的

教师到疾控中心、综合医院的相关科室、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卫生与健康相关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既可

熟悉疾控工作的实际内容和需求，又能帮助提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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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基地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而对实践基地的业务骨

干，也要提供多方面政策支持，如高校可提供提升业

务骨干的学历进行继续教育的机会，不断提高教学、

科研和总结工作经验的能力和水平，对考核合格者

授予相应职称，并给予相关津贴和补助，形成一支稳

定的公共卫生教学实践师资队伍。

４．３　 建设不同层次需求的高水平实践教学基地

地方医学院校培养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时，需要

结合实际需求，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以便分层次培

养，如以研究型为目标的学生，可以优先安排到省、

市级疾控中心或医疗机构实习，以就业为主要目标

的学生，考虑安排到原籍区域疾控中心、医疗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卫生相关机构实习。 构建不同

层次学生需求的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基地，不只是各

级疾控中心，应该拓宽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

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应该针对不同层次

学生需求，构建不同学生需求的实践教学基地，更好

地为地方健康卫生服务。 并要与实践教学基地建立

友好、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赢关系，并制订合适的实践

教学计划和考核机制，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教

学，让学生尽早了解公共卫生工作所涉及的各种机

构及其职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职业岗位胜任力。

５　 构建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采用多元化、全过程、全方位的考核评价方式，

促进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 为客观考核和评价

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收获，设计多元化、

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评价方式，包括评价主体多元

化、过程多元化和内容多元化。 评价主体由企事业

单位行业专家、学校专业指导老师和学生组成，评价

过程包括早期兴趣引导、中期实践融合和后期拓展

提高等方面的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团队协作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等。

６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加强德育功能

公共卫生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除了提升学生现

场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外，还要

加强课程思政的挖掘和融入。 医学高等院校不仅要

培养医学专业技能人才，也应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和思政素质［１２］。 在“三全育人”背景下，医学院校应

积极探索公共卫生课程的思政元素，增强公共卫生

情怀、社会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等德育

功能［１３］。 在公共卫生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中开展

课程思政，挖掘蕴含在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并有机融

入课程教学，贯彻全过程多维度育人，才能培养高素

质公共卫生人才［１４］。 例如，通过学习公共卫生发展

史，培养学生的公共卫生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认

识专业课程在公共卫生实践中的应用，增强职业荣

誉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等各

类社会服务，促进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以课程思政为引领，有效促进知识内化和思

想感化，才能达到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公共卫生职

业精神的创新型公共卫生人才。

７　 结语

综上所述，在响应教育部关于人才培养工作系

列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环

境下，提出建立以学生自主发展为导向的公共卫生

创新人才培养“三类型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分层培养、协同创新、综合评价”的创新实践教学模

式，制定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效果评价

体系，挖掘和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加强以德育人，全

面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为地方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公共卫生

人才，提高健康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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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升的实践与探索①

黄宇平，周志刚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世界百年之大变局，中国处于新时代的历史性交汇期。 肇始于

２０２０ 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安全的需要使人们紧紧抓住医学，迫切需要高层次医学工作

者。 新时代对高质量医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但医学教育培养人文精神和精湛技能的临床医学复合

型人才是永恒的追求，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程。 作为一所地方医学院校，桂林医

学院构建、夯实人文教育课程，以临床实习为教育平台，健全人文教育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不断提

升临床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与探索能力。
关键词：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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