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合格的卫生人才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

医学教育专家巴德年长期致力于高等医学教育改革，重视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他说：“教

育是在为明天、后天培养人才，必须往远处看，不是一味追究学生毕业了能干什么，重要的

是看学生毕业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能干什么，因此要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培养他们自我

学习的能力，从而激发创造性。要让最好的学生选择学医，将来让最好的医学生成为最好的

医生。”

大医学教育亟待回归 毕业生质量反映学校水平

医学教育有光明的未来
医学教育不能丢掉“真善美”

医师报：您如何评价当前的医学教育？

巴德年：大医学教育，先驱曾倡导，未来更要深入探讨发展。

医师报：您认为衡量大学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巴德年：学生质量反映了学校的水平，办好学校靠的是管理体制和机制。

医师报：当前的医学教育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巴德年：我国的医学教育，希望大于困难。

医师报：医学教育要随时代、行业变化向前发展，却也有需始终坚持的

东西，这是什么？

巴德年：医学主张和弘扬“真善美”。

巴 德 年 院 士 介 绍

道，我国绝大部分医学

教育先驱均主张办大医

学、办大医学教育。“所

谓大医学教育，就是培

养的学生懂得公共卫生

知识，有扎实的临床基

础知识，在工作中是懂

预防、会看病、能和患

者良好沟通交流的好医

生。”巴德年说。

实践中，大医学、

大医学教育却早已被破

坏。巴德年认为，原因

有四：一是建国初期，

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模式

效仿苏联。1952 年，人

民政府对 44 所医学院

校进行院系调整，把医

学院校从综合大学里独

立出来。二是专业划分

越来越细，至 20 世纪

80 年代，医学院校专业

设置曾高达近 50 个。

三是大学合并后很多大

学对医学教育的管理，

从根本上破坏性地“肢

解”了大医学。四是官

本位对大医学、大医学

会的破坏。

巴德年回忆说：“过

去只有医学系，现在本

科阶段即分为临床医学

系、基础医学系、麻醉

学系、影像学系……专

业设置越多，将来的发

展潜力越受限制。”

巴德年认为，综合

大学的医学院应作为

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参与一流大学的建设，

并利用“985 工程”的

条件发展医学学科，同

时医学院更应该最大

限度地利用综合大学

的优势和条件培养医

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

方面，综合大学也要学

习、尊重、把握医学教

育的规律，保持医学教

育体系与医学教育管

理体系的完整、统一。

而不应该把好端端的

医学教育体系肢解成

若干亚单位或官本位

气息浓厚的各自为政

的“独立大队”。

“ 大 学 不 仅 要 有 大

师，还要出大师、育大师；

不仅要有科学家，还要出

科学家、育科学家；不仅

要出一般学科的科学家，

还要出大科学家，出战略

科学家。”巴德年直言不

讳，“当前，衡量一所大

学的标准多依据 SCI 论文

发表数量、博士点等条件。

而我却认为，衡量大学的

质量应该以学生质量、毕

业生质量为标准。”

巴德年院士介绍，一

项调查显示，某医学院校

毕 业 生 中 仅 有 11% 能 通

过国家的执业医师考试，

有当医生的资格。“培养

一 批 学 生， 近 90% 的 学

生国家执业医师考试成绩

不合格，这种学校难道不

是在误人子弟吗？”

针 对 时 下 我 国 医 院

和高等医学院校出现的

热 捧 SCI 文 章 的 现 象，

巴德年认为这主要由于

发 表 SCI 论 文 已 成 我 国

科 技 评 价 的 重 要 指 标，

常被认为是科研水平的

标 志。 他 建 议， 参 评 两

院 院 士 时， 应 有 规 章 明

确 规 定， 要 求 参 评 两 院

院士候选人一定要有发

表在国内期刊杂志上的

代 表 性 成 果，“ 也 许 大

家会越来越重视我国的

本土杂志的文章发表。”

巴 德 年 院 士 指 出，

“当前，我国在世界上的

地 位 持 续 提 升、 不 断 强

大，不少人在努力学习中

国文化、了解东方文明。

而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伟 大 时 刻， 我 呼 吁 改 变

学 界 的 这 种 现 象， 我 呼

吁医学界同仁共同奋斗，

为使我国部分期刊杂志

成为国际领先杂志而不

懈 努 力， 为 使 我 国 出 版

出真正代表中国医学水

平的杂志而努力奋斗。”

对优秀人才、杰出人

才的综合素质，巴德年提

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

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必须

做到：爱国敬民，国家主

人的责任心；学啥会啥，

干啥像啥的真本事；合作

共事，组织领导的团队精

神；百折不挠，荣辱不惊

的坚强意志；打不倒、累

不坏、气不跨的健全体魄。

“国家安定团结、国

防强大、经济有实力是保

障民族健康的基础。这也

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根本保

障。”巴德年表示。

2013 年底，七部委联

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

意见》，巴德年认为该《意

见》是我国建国以来，医

学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举措。

“此前，各院校只给

自己的医院培养医生，现

在要求所有好医院给全国

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这

一历史性举措将有利于为

我国培养同质化的医生，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看病

难’问题。此前的教育体

制中，中国医学教育只是

培养了合格的毕业生，而

现在，我们是在为老百姓

输送合格的医生。”巴德

年指出，我国医学教育已

然将院校教育、毕业后教

育、继续教育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链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

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

题，也有能力解决人口与

健康问题，一个强大的国

家，一个健康的民族一定

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巴德年对医学教育的未来

充满希望。

“ 正 确 理 解 医 学

的本质和医学的目的，

对医学教育至关重要。

科 学 求‘ 真’， 人 文

讲‘善’，艺术要‘美’。

而医学是自然科学与

人文科学的统一，是科

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故此，医学主张和弘

扬‘真善美’。 ”巴

德年谈到。

巴 德 年 认 为 对 所

有的医学生都要最大

限度地为其提供自然

科学、人文科学的训练

机会，同时还要有一

定程度的艺术熏陶和

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

即“人文心、科学脑、

世 界 观、 勤 劳 手”，

这是他送给医学生和

从医者的“赠言”。

坚 持“ 人 文 心、

科 学 脑、 世 界 观、 勤

劳手”的医学教育不

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它将体现在多个方面：

对于医学生来说，必

须熟练掌握运用国际

通用语言——英语。国

际化的交流，依赖于

国际通用语言的使用。

医学生是医疗界的储

备力量，毕业后大多

数面临临床或科研，

这意味着在他们繁重

的工作之余，必须经

常了解国内外医学领

域最新动态、不断查

阅医学文献，以提升

自身能力水平。因此，

“熟练掌握英语是必

须 的。” 巴 德 年 院 士

肯 定 地 说。 此 外， 做

出诊疗意见时从患者

病情出发，而非从学

科出发，是行医者人

文心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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