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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现已演变成为全球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我们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

情，较快地实现了复工复产复学。面对新发传染病给全

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带来的巨大冲击，

痛定思痛，国家最高决策层三令五申强调建设强大的公

共卫生体系。因此，在教育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深化公共卫生教育改革，培养高素质的公共卫生拔尖人

才和为基层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培养应急型公共卫生人才

的呼声日益高涨。

医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作为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摇

篮，对国家的号召非常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教

育部针对公共卫生人才素质不高、人员短缺，在关键时

刻缺少一锤定音的高精尖人才的现状，出台一系列措

施，如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相继成

立了一批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1]；另外，在全国高校公

共卫生学院加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培

养力度，这些举措目的是强化公共卫生高级人才的培

养。近期，教育部又出台措施，鼓励高校开展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第二学位教育，实现预防医学与理、

工、文、医、经等专业学科交叉，培养跨学科复合型公

共卫生人才。此举既可与世界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人才培

养接轨，又利于岗位胜任力的基层公共卫生专门人才 
培养。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重点是以控制新发传染性疾病

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核心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处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人才的培养 [2]。长期以来，我国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课程设置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

预防、轻应急，重预防医学专业本身，缺少医学人文素

养、综合学科培养不足等弊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与时俱进，从培养模块、课

程体系、教学方式、方法及内容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

改革。

首先是需要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形成有针对性的

模块培养体系，如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培养，增加病原生

物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等专业基础课程的理论和实

习课时；增加现场流行病学、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常

见疾病预防与控制技术、健康管理等专业课程，提高学

生对病因溯源、病原体分离、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分

析方面的专业能力 [3]。加强疾病防控、健康促进宣传教

育培养，需注重社会医学、卫生管理学、卫生政策与法

规、医学心理学等人文医学的培养。

其次，改革预防医学实验教学，转变教学方式和手

段。新冠疫情全球危机，对防疫工作者动手能力和现场

处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引进虚拟仿真等实验课程，对

学生加强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操作等实训内容 [4]。虚拟

仿真课程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

场，引导学生在仿真环境中开展病因探讨，采取控制措

施，及时上报疫情，完成处理流程，使学生如亲临事故

现场，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的纵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进出口贸易激增，对

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水平和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需

对学生开展严格的实验室检测能力的培训，增加实验教

学在总体课程中的比例，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再次，按照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适度增加临床医学相关课程如内科学、传染病学

和全科医学课时，重视临床医学实习培训，不少于 20周
临床实习。重视预防医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加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应对能力的培养 [5]。加大公共卫生与

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助力强大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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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中国”战略倡导医学模式由“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转变。医学模式的转变
推动医学教育全方位变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人才的匮乏。因此，扩大公共卫生
人才培养规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培养水平是目前公共卫生医学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教学观念
的更新、教学方法的革新，实习、实践内容的创新，是培养具备岗位胜任力的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关
键。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加大基层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力度，尤其是应急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培
养，做好强弱项，补短板，织牢织密防护网，构筑隔离墙，始终把保护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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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教师实践水平的提升，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和

公共卫生实践训练，选派部分青年教师到基层单位参与

实际问题处理，参与公共卫生问题的咨询和研究工作，

积累实践经验，提高教师队伍的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实践教学水平。

另外，在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织牢织密第一

道防线，加强基层疾病防控思想的指导下，充分认识到

地方高校公共卫生学院是培养具有“岗位胜任力”的公

共卫生人才的主力军，需充分考虑地方特色，适应地方

疾病预防控制的需求，培养一线适用，落地生根，服务

于地方的基层公共卫生人才 [6]。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预

防医学专业可借助大数据、管理、政治、经济等多学科

交叉的优势，培养既有预防医学专业技能，又懂得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构建强大的公共

卫生体系。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构建全方位、全生命周

期的健康保障体系。实现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医

疗、医保、医药等各系统协同及融合 [7]。是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将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整体指导方针。医学教育

服务于这一方针，并不断创新，培养既懂医疗救治又懂

疾病防控、卫生应急的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并实现预

防与医疗相互融合，均衡发展，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推动新医科发展，实现“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

康促进为中心”模式转变 [8]，打造一支招之必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的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尽最大努力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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