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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团队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 
◆欧龙云 1  尹紫薇 2  陈绅铭 3  韩  潇 4  俞赟丰 5  贺哲淳  简维雄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长沙  410208） 

 
摘要：双团队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大团队下的两个小团队的

针对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竞争对比式培养模式。专业素质针对专业知

识以及专业技能进行培养。综合素质对党政素质，团队能力，统计学能

力，计算机能力进行培养。使用培养效果的统计学评价对两个小团队进

行比较，对个人进行比较，对团队内外相同水平人员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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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团队”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随着大学扩招，社会对于人才的定义不再是单纯的专业技

能，而是同时具有良好专业素质、适应科技高速发展时代工作节
奏、与人为善创造良好工作环境的高素质综合人才，而能够产生
效果的培养计划与培养方案也受到重视。 

双团队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大团队下的两个小团
队的针对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竞争对比式培养模式。专业素质
主要针对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进行培养。综合素质主要对于党
政素质，团队能力，统计学能力，计算机能力进行培养。使用培
养效果统计学评价对两个小团队进行比较，对个人进行比较，对
团队内外相同水平人员进行比较。 

2、“双团队”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支持 
“双团队”建立的理论启发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解释了事物发
展运动的动力，启发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人为设立对立斗争，在个
人的前后变化中设立斗争，促进团队的发展与个人的进步。同一
性的相对性,对立面的统一是发展,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1]。 

双团队模式正契合这样的理论，两个小团队的竞争带来进
步，进步的关键在于竞争。在他人关于“双团队”的研究中，应
用于本科毕业设计模式，是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设计的教
学要求，从科研、工程实际出发，由多位学生合作完成较大的毕
业设计（论文）选题（总题和子题），组建毕业设计学生工作团
队和指导教师团队[2-5]。虽然适用领域不同，但是都强调整体下的
分立工作，整合资源，对立统一，相互促进发展，完成整体功能，
加速整体发展。 

3、“双团队”人才培养模式的内容 
双团队模式是指 24 人大团队共同学习获得进步，团队建立

开始随机分 A、B 两个 12 人小团队进行不同方案设计的竞争式
培养。 

为了便于阐述，将培养内容设为专业素质培养以及综合素质
培养，专业素质培养包括专业知识学习以及专业技能掌握，综合
素质培养包括党政素质培养，团队能力培养，统计学能力培养，
计算机能力培养。 

A、B 两个小团队的专业素质培养方案一致，而综合素质培
养方案略有不同，以有指导老师为主要介导作为区分标准。 

综合素质培养方案中，A 团队以学生自主培养为主，B 团队
以教师指导为主，介以比较两种综合素质培养办法的实际效果差
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党政素质培养，A 团队进行学生互助，
由水平相对高的学生进行分享交流，带动水平稍弱的学生。B 团
队请老师进行讲课辅导。第二，团队能力培养，A 团队学生共同
参加各项文体活动以及学习活动。B 团队学生参加活动由老师推
介安排。第三，统计学能力培养，A 团队由优势学生对劣势学生
辅导，以减小或消除水平差异为目标。B 团队在教学课堂上严加
要求，需要成员完成每节课的听课笔记，并请老师进行答疑。第
四，计算机能力培养，A 小组成员由优势学生向劣势学生辅导，
以达成水平同化，拉近水平差异为目标。B 小组成员以教师课堂

为主，并请老师答疑。 
A、B 两个小团队的比较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小

团队为单位计算平均水平，以不同季度计量单位结算，每月一结
或每学期一结按需拟定。专业素质比较包括每月的考核与期末的
学分绩点；综合素质的比较可以自行拟定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个
人前后对比，团队整体对比，团队内外对比。 

4、“双团队”人才培养模式的意义 
双团队模式相对于以往团队培养模式有更多的优点。第一，

介入竞争可以提高学习兴趣，适当提升学习压力，使得大学生在
相对宽裕的时间不至于松懈。第二，可以体现不同培养方案对综
合素质培养的不同效果，获得改良经验，为以后再做创新打下基
础。第三，可以观察不同综合素质培养方案对专业素质的不同影
响，有利于团队化培养的经验积累，有利于获得最优方案。 

就学生而言，该培养模式改变了单一的学校教学模式，充分
提高大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促进高素质人才自我培
养。 

就学校而言，提高学校教学效率，节约教学资源，有利于学
校资源的引流和重分配，实现学校资源的高效利用。 

为社会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创造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的高效，节能，精确的学生成长体系，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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