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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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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新医改的医疗卫生发展背景下，开展农村全科医生的教育工作，鼓励高质量全科医生人才向农村基层流动，是社
会基层医生培养的重点，因此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培养成为职业教育的趋势。和五年制定向临床医学学生相比，该模
式下的临床专业学生学习范围更广，相关职业教育的重点更加偏向于基层常见疾病，所以相应医学院校需要准确分析三年制订单定
向临床医学专业未来职业需要，设置更加契合其未来工作的课程。本文将分析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原则，分析三
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现状，并进行相应的讨论，希望本文可以为农村基层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培养提供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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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我国现存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半
数以上，因此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完善全国全社会的医疗卫生体系
建设，需要加强农村基础医疗水平，提升农村基础医疗质量。所以
在 2010 年我国相继出台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
伍建设规划》（发改社会【2010】561 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
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23 号）等系列文件，为我国农
村高质量医生培养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便利条件，提升三年制订单定
向临床医学学生专业水平成为了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研究重点。

一、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原则
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是我国按照高等医学院校教育

培养目标，达到农村基础医学人才订单式培养目标而开设的专业。
其课程设置囊括了医学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和医学临床课程。
因此在进行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培养时，应针对农村乡镇卫生
院的特点和确定的工作岗位，进行有针对性的符合医生职业岗位特
色的专业性培养。针对农村乡镇卫生服务机构来说，目前缺乏具有
专业性，高质量的应用型医学人才，所以在三年制订单定向人才培
养课程中，应以能力培养为本位，注意到学生全方位的应用能力培
养，使其在未来可以胜任基层医疗的工作任务。同时三年制订单定
向临床专业。学生培养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使学生不仅适应农
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还可以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应
用到未来工作之中。所以在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学生培养时，
应该有针对性地明确学生学习任务，使学生可以在未来适应基础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方向，以学生未来职业岗位为主体，可持续性的延
展学生应用能力，拓宽学生职业能力范围，使学生具有发展性和专
业性。

二、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现状分析思考
1 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需求调查分析
国家开展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学生培养计划是意在培

养，能够适应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从事全科医疗的下得去、
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作为未来的居民“健康守
门人”，订单定向医学生须具备综合的知识技能体系。三年制订单
定向培养模式的建立，有助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
有利于拓宽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符合高等医学教育内涵。因此三年
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课程的探索应符合其职业的需要。调
查显示，38.25%的学生认为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课程体系不合理，大
部分订单定向医学生认为有必要新增区域性常见疾病防治课程
（97.15%）、中医学诊疗技术类课程（88.03%）、计划生育技术课程
（82.08%）等课程[1]。由此可知，目前的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培养仍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医学院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
适度开设具有区域性、地方性、全面性的专业课程。农村医疗卫生
服务要求建立健全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课程体系，将实践教学融入课
程体系，突出职业理念和专业素质培养，整合优化课程。

2 目前我国三年制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结构分析
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作为未来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的中坚力量，其在课程培养上应注重多方面、全方位的培养模式，

使学生掌握基本医学知识及具备符合基层全科医生工作需求的能
力和素质，达到能够适应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环境的培养目标。观察
目前 19 所开展三年制订单定向医学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开展情况可
以发现，目前公共基础与人文通识课程占总课程、基础医学课程、
临床医学课程各占总课程的 30%，而公共卫生与全科医学课程仅占
10%左右，同时理论与实践课程总学时比例约为 2：1[2]。由此可以
发现，开展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专业的医学院校，对订单生的全科
医学类课时重视不够，且在全科类医学课程开展上存在着较大分
歧。这也就要求学校在课程结构设置时，应与学生未来农村社区卫
生工作紧密结合，使学生可以充分了解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形势
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深刻理解自己的职业需求，进一步增强学生
基层卫生就业期望值和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学生的责任感，使学
生可以自主地培养自身良好的临床思维、职业素养和规范的操作技
术，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目前我国三年制定向临床医学专业培养体系分析
课程体系建设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因此只有优先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才能加强医学卫生人才的培养，为农村基层卫生
服务机构输送全科医学人才。调查发现，目前仅有 37%的医学院校
具有完善的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学生培养计划，目前的临床培
养计划中，以理论培养为主，实践培养为辅，造成了学生无法适应
基层医疗卫生条件，没有独立开展基层卫生服务的能力[3]。分析目
前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存在课程设置结构不
合理，课程比例不合理，人文医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较低的情况[4]。
同时培养目标较为模糊，绝大部分课程与普通临床医学学生相类
似，因此无法体现订单定向培养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
教育、计划生育指导六位一体的全科医师的理念。

三、讨论
综上所述，加强三年制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有助

于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基层卫生服务人才。相信在未来的教学改
革之中，医学院校可以有效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明晰专业需求、完
善课程结构，培养真正了解基层的情况和基层对卫生人力资源的需
求，实现“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用得好、流得动”发展理念
的全科医学人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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