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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医科背景下地方院校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

式研究

柳 原

包头医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40

【摘 要】：医学教育是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任务，是全球医学发展的新方向，是重

大疫情防控的新需求，是医学教育的新医科创新。本文从新医科系入手，分析了现代医学新人才教育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分

析了地方高校青年医学人才的教育现状以及全国高校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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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Talent Innovation Ability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New Med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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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healthy development, a new task for implement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a new direction for global medical development, a new demand for maj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 new medical innova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new medical depart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ducation of new medical talents in modern medicin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young
medical talent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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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对全国

高校的医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新的挑战。特别是网络

支持了地方高校医学教育的快速演进和发展，发现了从数字

化、信息化到智能化的过渡，为培养新医科人才提供了重要

机遇，提升了人才教育水平。同时，这些变化也给新医科人

才的培养带来了重大挑战，如适应精英社区培养新医科人才

的趋势，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网络教师的短缺问题，网络技

术，如何将网络融入医学等。作为创新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它正在迅速培养与时代和科技需求相适应的新医科人才。

1 新医科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1.1 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0 年 9 月 9 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理事会常务会

议。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卫生工作者的规模和结构还不能适

应建设健康中国的需要。当然，高级医疗专业人才短缺，培

养先进医疗专业人才和医学创新的能力也需要加强。这些挑

战迫切需要对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全面、系统、协调的

支持。如何利用这一机遇，在危机中促进机遇，在改革中创

造新的环境，是医疗技术和医学教育领域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问题。

2 健康中国战略对医科的新要求

建设“健康中国”，是实现中国全力以赴、承认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持续改善人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

国”的首要目标。建设健康的中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医疗人

才的支持和确定，这对我国医学教育的质量、范围和结构提

出了新的要求。第一，继续改善人民健康和福祉，促进人类

自由和国际发展。人民群众素质健康需要支撑先进医学人才

发展，支持健康教育体制改革，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新动力。

2.1 新医科人才培养特征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2.0 项目，

鼓励新项目、新医科、新农业、新人文发展，推动全国高校

教育质量“飞跃”，引入“新医科”理念。新医科是指传统

医学与机器人、互联网、大数据等融合了新功能和智能的技

术的结合。新医科有三个特点：新概念、新环境、新专业。

与过去教授的地方医学院和小型学院相比，新时代的医

学专业具有“精”和“准”的特点。所谓“精”，就是用新

医科：专家专攻技术，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能用新技术

强化药品，支撑药物开发。所谓“准”，就是培养新医科人

才，准确认识新时代的要求，顺应新时代的需求。与传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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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人才不同，新医科人才可以更好地完成新时代赋予的任务。

一旦他们在许多领域都有质量，他们就可以正确地满足行业

的需求。因此，新医科人才以复杂性、实用性、创新性和灵

活性著称。

首先，新医科人才具有复杂的素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经济发展，医学、技术、科学、文学等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

多样化，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深度融合。因为现代医学的制

造不仅取决于医学本身的发展，还取决于信息、数学、物理、

化学等领域的支撑和支持。医药等学科的融合推广，可以说

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新型的医学人才不再是

个人的，而是具有核心技能和能力（如科学知识和思维）的

混合型人才，而不仅仅是医学理解。

其次，新医科人才具有市场维度，符合产业和智能化需

求，比传统医疗人才具有更多的消费特征。它具有多样化和

对角线的知识结构，可满足市场需求，技术娴熟，具有丰富

的创新能力，并且可以支持药物的开发。最后，新的卫生专

业人员可以扩大他们的知识，融入社区，并扩大发展领域。

由于年轻的卫生专业人员具有知识和知识的学术合作背景，

因此他们比医疗技能本身要广泛得多，并且可以将不同领域

的知识结合起来。例如，那些完成计算机培训的人可以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并将其与医学很好地联系起来。

3 新医科人才培养面临的关键问题

3.1 周期长度

医学人才培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教育周期长。在传统医

学中，新医科必须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医学，这要求学生增加

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

3.2 缺乏合格的新医科教师

地方院校医学教育的新方法要求教师具有广泛的学术

知识，不仅在医学教育方面，而且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大

数据和其他专业知识方面，以渗透和指导学生。新医科教育

还包括“在线医学”这一新学科的试验。许多医学院教师之

间缺乏沟通，导致能够管理学生实验的学术教师严重短缺。

3.3 学生能力评估体系不完善

医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但我国年轻医学生的技能考核

体系并不完善。目前，医疗专业人员的评估本质上是一种评

估静态结果的方法。静态测评模型已经不能满足知识时代的

发展需求，也无法实现新医科和适应性人才所要求的复杂性、

可用性和灵活性。因此，培养新医科人才必须完善和完善对

学生相关技能的评价体系。一方面，科学分析年轻医学生能

力指标很重要，另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考虑分层，不同和动

态的评估。

3.4 实验室资源缺乏

由于医学实验室的先进专业知识，复杂性和独特性，生

产成本非常高。医学实验室包括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

化学，血液学，细胞学，病理学和其他复杂的学科。同时，

医学研究的问题是那些必须具有生物学和伦理因素的人，这

些因素是医学研究独特性的一个例子。复杂的传统医疗系统、

数据分析和精神科管理相结合，使得建立新的专业医学实验

室变得困难。此外，政府还投入巨资在医科大学等重点机构

建设国家一级实验室。一些医学院无法建立功能齐全的医学

实验室，严重阻碍了新医科人才的培养。

3.5 教学资源和教材质量不高

新医科教学方法对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提出了巨大

的要求。需要做出决定，以促进互联网和医学的整合和扩展。

同时，课程内容必须适应教学架构和教学技巧。目前，全国

各地医科大学使用的许多教材都是由教师自己编写的。然而，

由于缺乏懂互联网和医学的教师，现有的教材无法满足培养

新医科人才的需要。只有少数手册符合要求，质量并不总是

得到保证。因此，学术课程变得资源有限。因此，高质量的

教学资源和指导意见已不能满足新医科教学的要求，特别是

新医科知识结构复杂的要求，迫切需要开发大量新的教学资

源和教材。

4 当前我国部分地方院校新医科人才培养的探索之

路

4.1“新医科”为背景下，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按照国家医学教学质量标准，将“新医科”需求纳入人

才培养技术和学科发展，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和人才基础的变

化将受到密切影响，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才培养涉

及“新医科”的概念。积极与地方制药公司或相关公司和机

构合作，定义个人概念，并利用创新的人才发展来确定人才

发展目标。学生应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和知识，以充分利用

参与临床裁量权，药物管理，药品制造，药品销售和行业管

理所需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社会主义建设者及其接班人可以

把民族青年作为自己的责任，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社会责任感，有创业精神和创造力的理解，具有批判性

思维和全球视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扎实的

学术基础，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道德发展的能力。

4.2 医教融合，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一方面，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具有企业背景的

高水平教师，另一方面通过学校政策的出台，如培养高层次

人才本身，邀请年轻教师和中年教师：离开学校，以全日制

生产的方式接受兼职商业培训。此外，积极拓展学校商业合

作形式，在现有城市工程中心的基础上，与制药公司和制药

公司合作开发技术课题，共同实施区域、市、区科技项目，

培养和发展“双师”教师群体，建立师资与专业人才的融合，

有效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

4.3 升级“互联网+医学”新医科专业

首先，用新医科的网络架构。作为创新发展战略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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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传统医学很容易满足培养新医科人才的需求。基于互联

网技术，我们需要将新医科学科和“互联网”恢复为新的学

术形式，例如大数据，计算机科学，机械学习，纳米技术等

领域的大脑技能和专家。

二是要改变五年制教学制度，试行“4+4”模式。上海

科技大学医学院已经在上海医药大学学习，开始每年从一所

综合性四年制大学招收学生。这极大地支持了创新医疗人才

的培养。传统的五年、八年制临床医学课程不适合培养新医

科人才。地方高校要结合自身优势，从自然、科学、技术、

信息、技术、汽车运营、脑科学等学科选拔最优秀的毕业生，

特别鼓励他们攻读新医科学位。根据中医药临床医学专业知

识的具体要求，对医学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布局应易于组织。

最后，在专业质量保证体系中增加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

因素。地方大学的医学教育应鼓励创新以获得知识产权。“互

联网与医药”的发展应促进创新，知识产权应被视为具备能

力的一个理由。现代社会是一个智慧的时代，尊重创新和知

识产权。为新医科创新做准备，告别非常规学习，积极参与

创新活动，申请知识产权；在能力发展中应考虑知识产权因

素。

4.4 构建校与校、校与企交叉培训体系，打造优质师资

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高素质新医科人才的关键和责任。

教学人员的建立可以通过媒介的选择和实施，学校和各公司

之间的联合主要教育，海外学习和实践来实现。例如，南方

科技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正准备成立一家联合医院，利用这

个机会在伦敦国王学院培训教师。东北大学正在与中央军区

医院合作开展跨境培训。与教育机构合作，将高等教育教师

送到卫生设施和高等教育公司接受教育。加大医学教学人才

建设投入，地方相关高校将教师送往国外。要在小学和专业

学科的教师中选拔出最好的榜样，扩大新观念对医学教育的

影响。总之，只有通过不同的渠道，才能打造出一支高素质

的新医科教师队伍。

4.5 分层化、多元化、动态化评价“互联网+医学”新医

科人才

该评估系统旨在衡量教育成就，特别是在新的学位结构

和“网络医学”学位方面。要结合新医科人才的复杂性、可

用性和灵活性的最佳特点，科学解决影响新医科人才的关键

要素，并将其应用于研究生考核。该级别旨在评估学生在不

同级别的研究，竞争，培训和工作中的表现，并将学生的临

床培训和企业学习水平提升到实践技能评估的水平。不同之

处在于，不同领域或学术结构的年轻医疗专业人员使用不同

的评估技术来避免一刀切的方法。动态评估是一种比静态评

估方法更可靠和科学的评估方法。教学评估和科学信息的结

果。

“新医科”的推出，为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技术，积

极为各方调动有益资源，促进产业研究、创新、协同学习深

度协作提供了契机。依托地方医学院校、医院和临床研究机

构的巨大学科和临床力量，落实政策、技术和干部等有益资

源，转化政府、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医疗器械

等成果。工业企业和社会各界应探索新的途径，让企业通过

创新的制度和制度，在教育、工业研究领域进行合作和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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