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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文明中，全医科学为发展的一个趋势，在社会医疗卫生体系中，全医科学起到的作用影响越来越显著。本文对我国医学

教学进行探讨，对目前全科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为推进全科医学教学的完善与发展做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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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是面向于家庭以及社区的一种医学，全科医学是一个

综合性的学科，它是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以及相关的

人文社会科学整合为一体[1]。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把人作为中心，

医疗单位主要就是家庭，采用负责式的照顾，方向为维护以及促进

整体健康，将预防、医疗、保健与康复相互结合起来，并且融为一

个整体。全科医学近几年在我国各个地方逐渐兴起，在基本医疗、

病后康复以及家庭病床等这些中都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影响。目前我

国全科医学的教学比较滞后，同时也面临着人才的短缺。本文此次

就全科医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措施，为以后

的全科医学发展提供参考。 

一、全科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水平也在快

速的提高，基层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已经

逐渐落后，现对我国全科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述。 

1.1 全科医学教育体系不完善 

因为受传统临床医学影响较大，在国能高等医学学校对于全科

医学的重视程度不高，高等医学院校还没有把招生以及培养的重点

放在全科医学上，全科医学的课程、教材以及科学研究等相比于其

他科目明显较为落后，在对全科医学的课程数量、教学重点等方面

都没有达到预期，对于内、外、妇、儿学科也没有确立它们同等的

地位，还是属于一个非主流的专业。 

1.2 对于全科医学知识体系的认识不全面 

全科医学是综合性的一门临床学科，全科医学不仅仅针对的是

临床中的内、外、妇、儿等专业的学科内容，还包括心理学、行为

科学以及医学哲学等课程。全科医学就对将各科所学的相关知识以

及技能结合到一起，用一种综合性的医疗服务体系为患者进行服务
[2]。对综合性、持续性服务重视；对早发现、早处理、早预防以及

健康维护重视；对患者进行长期负责的照顾重视，这些就是全科医

学的特点。 

1.3 全科医学的培训基地不能满足 

全科医学教学近几年在高等医学院校逐渐普及，对于全科医学

进行见习、实习以及技能培训的综合性医院以及社区服务中心已经

不能满足需求。在目前来看，对于全科医学的教学中，大部分都为

理论教学为主，对于技能实践比较缺乏。 

全科医学人才比较短缺，实践教学的基底又比较少，在教育资

源上，对全科医学有了较大的限制，学生能够进行实践的机会也相

应减少，对于全科医生的培育较为困难。对全科医学教育基地进行

建设完善，对全科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 

1.4 全科医学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在对全科医学师资方面，国外有着非常严格的任职要求，在医

德、品行、职业水平以及在教学方面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在这

一方面，我国起步较晚，又因为传统医学观念的思想影响比较深，

所以在对于医学教育方面，更加倾向于对专科医生进行培养。在全

科医生师资上，并没有专职的教师进行教学以及实践。在全科医学

师资方面，人数比较少，我国目前相对缺乏。在现在不仅只是全科

医学师资数量较少的问题，更重要的就对在质量上也不够达标。我

国对全科医学师资上，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要求要进行继续教育。在

全科医学继续医学教育方面，能学习的项目也屈指可数，这也让全

科医学师资在进行继续教育的学习上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要对

全科医学师资力量进行加强以及提高。 

二、对于全科医学教学的对策 

2.1 对全科医学的认知度进行提高 

在对全科医学教育的开展中，一般都设在我国高等医学二本

院，全科医学的开展在综合性三甲医院中也比较少，对于全科医学

的研究人员也比较少[3]。对于全科医生的认识，大部分人认为基层

卫生工作人员就是全科医生。尤其在医学界，全科医生被认为是属

于低端的医疗层次，所以，应该改变医学界将全科医生视为低端基

层的医疗层次，加强对于全科医学重要性的宣传，将社会对于全科

医学的错误认识进行纠正，对全科医生的地位进行全面的提高。 

2.2 对全科医师的数量与素质进行提升 

以我国当前形式来看，全科医学进行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要对全

科医学的人才进行培养，具有充足的人才储备[4]。这就需要全科医

学的师资来对全科医学人才进行培养。全科医师不但应该具有较高

的素质，还应该对专业知识具有扎实全面的掌握，有着良好的职业

道德，对全科医学的教育理论以及教育方法充分了解，具备良好的

教学以及实践能力，根据全科医学的特点制定详细完整的教学方

案。将教学方案按计划实施，做好教学记录。 

2.3 对全科医学教育基地进行建设 

对于全科医学教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临床以及社区的实

践[5]。临床基地、社区实践平台等都为全科医学的教育基地。全科

医学生在实习时，无论在综合型医院进行技能的实习，还是在社区

进行技能的实习，实习基地都应该满足全科医学生实习的要求，在

病床的数量、病情的种类、教学设施的配置以及师资力量等方面，

都应该符合相应的全科医学要求的标准。对于全科医学的教育基地

方面，应该加大对于教学力度的投入，将教学的配套设施进行完善，

对全科医学的教育进行制度以及考核标准的制定，规范管理实践教

育基地的组织机构、师资团队以及管理团队。对教育基地进行不断

的完善，将全科医学教学的质量进行不断的提高。 

2.4 完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 

为了能够将中国全科医学体系进行更好的建设以及完善，重点

就是加强对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将全科医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解

决。将现有的医学教育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建设一个符合我国国

情的一个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全科医学教育是一个比较系统的项

目，国家发改委、卫计委、高等医学院校和各级医疗机构要一起相

互配合，将现有的医学教育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综合构建适合我

国国情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将全科医学课程体系、教材、教学实

践等进行进一步的建设与完善，努力培养全科医学人才，健全全科

医生的教育培训制度，推动全科医学教育快速全面的发展。 

三、小结 
本文对全科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阐述分析，对

全科医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将全科医学体系的不完善、对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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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学认识的不全面以及缺乏实践的问题指出，并指出改革的措
施，促进社会对于全科医学的认识，提高全科医学在医学界的地位，
推动全科医学的发展，加强对于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及全科医
学人才的实践能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进一步的广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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