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大势  干好大事  培养优秀医学人才 

——医学类专业教指委工作的第一要务 

教育部高教司  吴岩 

2018.12.24  北京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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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重要讲话： 

四个改变：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 

四个伟大：伟大觉醒、伟大创造、伟大革命、伟大飞跃 

民生大计：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长治久安：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历史胜利：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开辟未来：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决定性步伐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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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第一：               三个第二： 

         制造业第一大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商品消费第二大国 

        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外资流入第二大国 



国家发展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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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 

国家强大的底气是经济实力 

国家长治久安的“压舱石”是经济 

被反复验证并将继续证明的王道和真理 

         



经济和管理类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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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国家根本竞争力 

                  直面经济建设主战场 

                  直面高质量转型发展 

                    

责任重大 任务繁重 工作艰巨  



国家发展与基础学科 

•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

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 

•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

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

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基础学科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母机！ 



    历史学： 

              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告诉我们过去从哪里来 

               观照人类文明的灯塔，具有厚重感和穿透力 

    物理学： 

              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告诉我们未来到哪里去 

               铸就开辟未来的阶梯，具有方位感和源动力 

 

   人文之母   科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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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塑造人类灵魂 

医师：护佑生命健康 

标志：体现社会文明发达 

素质：决定国家未来发展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护佑生命健康的“上帝之手”和“天使之吻” 

     

天底下最圣洁的职业 



 
          

      

 

     

      医学教育： 

                     大民生、大国计、大学科、大专业 

       医学教育： 

                     非常非常重要、特别特别重要 

                        医学教育是天大的事！ 

健康中国与医学教育 



我国医学教育供给体系 
 

专业类/
专业 

专业点数 高校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数量 11/57 2670 392所 124.4万 26.2万 

占比 12%/9% 4.7% 31.5% 7.7% 6.8% 

类型多样、专业齐全、对接需求、区域匹配 

备注：学生数为2017年数据 



研
究 

咨
询 

指
导 

评
估 

服
务 

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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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人数 专业类 人数 

基础医学 46 
临床医学 

（含5个分教指委） 
266 

口腔医学 4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48 

中医学 46 中西医结合 45 

药学 53 中药学 47 

法医学 32 医学技术 50 

护理学 53 
医学人文与全科医学 

（课程类） 
52 

总计 782（12个教指委+5个分教指委） 

教育部聘请的最权威、最高级别专家组织 

“参谋部”“咨询团”“指导组”“推动队” 



提  纲 

一、审时识变：新时代教育的20个“新” 

二、顺势应变：积极推进新医科建设 

三、谋事求变：做好教指委十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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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时识变 

     全面、深刻、精准把握新时代教育的20个“新” 



全国教育大会：历史性、划时代、里程碑 

高等教育：中国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支撑平台 

                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战略引领力量 

中国教育“新三步走”战略 

• 到2022年，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的关键期 

• 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

育强国，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前列的决胜期 

•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达成期        



学深悟透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握六新 

1.新判断 

2.新表述 

3.新要求 

4.新措施 

5.新加强 

6.新应对         



1. 新判断 

• 2个事关：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 

• 3个决定：国家接班人 

                   国家长治久安 

                   民族复兴与国家崛起 

• 2个大计：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 9个坚持：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 



2. 新表述 

• 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 工作目标：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 

                    培育人才、造福人民 

• 六个下功夫：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 

                        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 

抗日三问 
（1935年开学典礼）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3. 新要求 

• 教育工作：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 

• 好老师标准：大胸怀、大境界、大格局 

• 好书记校长：视办好学校为天大事业的使命感 
 



4. 新措施 

教育改革点多面广线长 
 

•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 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的生机活力 

• 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 提高我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 



5. 新加强 

• 教育工作专业性强、规律性强，教育部门干

部要钻研教育，认真学习教育基本理论，努

力成为教育管理的行家里手 

 

• 思政工作决不能单纯一条线，要全方位、融

入式、嵌入式、渗入式，不能搞成两张皮 



6. 新应对 

• 双重压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 双重任务： 

 培养亿万有素质的普通劳动者 

 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 

•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重视教育就是重视国家的创造力 

•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创新的重镇、人文精神的高地，

是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引领力量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 改革开放40年首次召开 

• 党组决策+部长推动 

• 14个部委+16个部内司局密切合作 

• 三个一：一个纲领性讲话、 

                  一个战略性意见、 

                  一组“领跑计划” 

• 阵势、成果、影响前所未有 

 

22 



一个纲领性讲话：以本为本、四个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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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首先” 
•  高校领导注意力要首先在本科聚焦 

•  教师精力要首先在本科集中 

•  学校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置 

•  教学条件要首先在本科使用 

•  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 

•  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 

•  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在本科实践 

•  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立 

“三个不合格” 

• 不抓本科教育高校是不合格

的高校 

• 不重视本科教育的书记校长

是不合格的书记校长 

• 不参与本科教学的教授是不

合格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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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略性意见：“新时代高教40条”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5. 打造一支育人队伍 

6. 完善一套协同机制 

7. 下好一步“先手棋” 

8. 培育一流质量文化 

1. 落实一个根本任务 

2. 坚持一个根本标准 

3. 突出一个基础地位 

4. 强化一个基本抓手 



一组“领跑计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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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服务“三个一流、七个中国” 

• 拓展范围、增加数量、提高质量、创新模式 

• 打造“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示范

引领基地 

• 到2022年，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全面服务于竞

争力中国、健康中国、幸福中国、法治中国、

形象中国、教育中国、科学中国建设 



中国本科教育进入新时代：十新 

一  新名称呼应了新要求新期待 

二  诠释了高教改革发展新遵循 

三  推出了六卓越一拔尖新计划 

四  升华了内涵式发展新认识 

五  明确了一流本科建设新路径 

六  提出了变轨超车新概念 

七  制定了若干“双万”新举措 

八  谋划了“西三角”新布局 

九  树立了本科教育新理念 

十  丰富了高等教育新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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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率先领跑的先手棋：发展四新 

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中央文件（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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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新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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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工科元年到落地生根 

     宝生部长：新工科这个词已经成为高教

领域的热词，这个口号已经叫响了，得

到了产业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也在国

际上产生了影响。下一步要深入推进，

把教材建设、教师素质、体系融合、基

地建设这些问题解决好，打造好卓越工

程师的摇篮。 新工科建设“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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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的事：  大国计  大民生  大学科 

2.发展新医科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医学教育

是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 

医学教育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医学教育是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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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新农科 

•  支撑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家园建设 

•  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涉农专业 

•  布局适应农林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的新兴涉农专业 



4.发展新文科 

•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 

• 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 

• 新时代社会科学家 

• 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 

•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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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交互发展 

• 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注入新元素 

•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为新文科提出新命题新方法 

• 未来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探索者、引领者 

 

 

“四新”引领高等教育未来 



二、顺势应变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推进“新医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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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世界正在变化 - 教育也必须改变。世界各地

的社会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就需要

新的教育形式，以培养当今和未来社会和

经济所需要的能力。 

The world is changing – deep transformation,  new forms of education, 

competencies, today and tomorrow 

UNESC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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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 基础教育： 

 成熟的、向后的、传承教育 

• 职业教育： 

 紧盯市场的 、向外的、伴生教育 

• 高等教育： 

 不成熟的、超前的、创新教育 

教育：慢变量+滞后性 

博洛尼亚大学校徽 



1.世界现代大学的开山鼻祖 
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大学 

博洛尼亚进程 

国际视角 医学教育在历史和现代都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创建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 
          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 
 西方最古老的大学 
          欧洲四大文化中心之首 
 世界公认的形成完整大学体系的第一所大学 
 因为发展了医学教育的解剖学，确立了作为现代大学的历史地位。 

 在欧洲掀起了高等教育改革 

 21世纪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最持久、最深入的改革 
 



2.中国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 

• 现代中国大学也跟现代医学教育息息相关。 

 

 

 

•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中，中国的东西南北都有现代医学教育相伴而生 

 

 

112年前（1906年），协和医学堂诞生 

111年前（1907年），同济大学前身德文医学堂诞生 

110年前（1908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广东光华医学堂诞生 

108年前（1910年），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前身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诞生 

不论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医学教育都占有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创新是医学教育的传统  

                                     创新是医学教育的灵魂 

                                     创新是医学教育的未来 

                                  创新是医学教育发展的生命线！ 

3.创新是医学教育与生俱来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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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变革呼唤新医科建设 

• 形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 

• 挑战：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

而至，如果我们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

机遇，甚至错过整个时代 

• 机遇：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

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

产生深刻影响 

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世界：新变革呼唤新医科建设 

• 引发：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 

• 重塑：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 

• 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 

• 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 

• 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 

2017年6月22日，国务院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就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若干前沿领域发展态势进行专

题学习。 

世界在变、科技在变，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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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标志：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 重要理念：大健康观   大卫生观 

                      以疾病治疗为中心         以促进健康为中心 

• 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发展领域更加广阔 

 

 

  时代在变、任务在变，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中国：健康中国呼唤新医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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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性：医学蕴含着多学科乃至国家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融合性：医工、医理、医文融合    已成为创新发展新动能 

标志性：高水平医学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双一流的新标志 时代

的火炬，领文化风气之先 

教育：多学科交叉融合呼唤新医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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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格局坐标：世界舞台、全球格局、国际坐标   

                        教育创新发展需要再出发！ 

化风气之先 

格局：时代方位呼唤新医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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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新医科之一：践行教育新理念 

 树立大健康、大卫生理念 

         培养服务健康全过程的知识能力素质 

 树立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理念 

         推进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互融通 

 树立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 

         推动从“教得好”向“学得好”转变 



 

 

建好新医科之二：推进专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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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社会发展新需求、学科交叉融合新趋势、科学研究新成果，

加强传统医科专业的内涵建设，建设新兴的医科专业 

医科的新要求 新的医科专业 

新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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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专业的新要求和新的医学专业 

建好新医科之二：推进专业改革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新需求、学科交叉融合新态势、医学科技新成果 

拓展现有医学专业的内涵建设，布局新兴医学或医学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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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目录》 

     已增设新专业                         引导增设新专业 

     智能医学工程                         医疗器械工程 

     健康服务与健康管理             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中医康复学                             医疗保险 

    ......                                   ...... 

建好新医科之二：推进专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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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类医学“金课” 

建好新医科之三：锻造一流课程 

线下金课、线上金课、 

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 

社会实践金课 



50 

 

 

 

 

建新医科之四：来一场课堂教学革命 

智慧课堂、智慧教室、 

智慧实验室、模拟中心等 

器官系统整合、PBL等 

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 



三、谋事求变 

  新理念、新开拓、新作为，做好教指委十件大事 



52 

开创医学教育新局面 

要求更高了：新时代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大背景 

                    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大背景  

责任更重了：德医双修  生命全周期  健康全过程 

任务更实了：实打实的任务清单 

工作更难了：做好表率，立好标杆，当好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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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发展新医科 

 

新医科 

指南 • 研究制定“新医科”建设发展指导意见 

专业 • 明确医学专业建设的新要求，建设新
的医学专业 

项目 • 推出一批“新医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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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任务 

 全覆盖建设一流医学专业 

 全类型推进培养模式改革 

 全方位推进协同育人 

 全过程培育质量文化 

   总体思路 

 对标：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理念：大健康（预防诊疗康养） 

 途径：医教协同 

 重点：胜任力导向的教学改革 

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专业

结构 

2.实施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 

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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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新：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 

             服务生命全周期 健康全过程 

             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 

标准新：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三级认证标准 

范围新：从1.0的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扩展到2.0的 

             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中西医结合等7个专业类 

机制新：医教协同 

             部委省共建：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2.实施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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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5+3”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 

开展“医学+X”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建立20个医学国家教师发展示范中心 

构建“3+2”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模式 

建立临床医学专业三级认证体系 

推出1000门医学国家线上线下一流课程 

建立100个左右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建立100个左右国家全科医学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建成400个国家一流医学专业 

建设400个医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实施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 

主要举措：十项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打造一
流医学
本科 

做强一
流医学
专业 

培养一
流医学
人才 

01 02 06 

建设一
流医学
课程 

03 

培训一
流医学
师资 

04 

形成一
流医学
质保 

05 

2.实施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 

目标：实现六个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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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 

                                      从纯理到大理、大文、大医！ 

3.深入开展基础医学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培养未来杰出的自然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医学科学家 



基础学科拔尖计划2.0的4个“新” 

• 定位的新 

• 目标的新 

• 思路的新 

• 模式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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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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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计划第一个10年： 

做大，瞄准“明天” 

   

拔尖计划第二个10年： 

伟大，瞄准“后天” 

 

拔尖计划2.0版： 

• 是仰望星空的计划！ 

• 是培养未来领跑者的计划！ 

• 是创造“科学春天”的计划！ 

• 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最动人的冲锋号! 

• 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计划! 



（2）目标的新 

 

• 终身痴迷科学的人 

• 物我两忘的人 

• 单纯、纯粹、堪称伟大的人 

• 可以改变国家和人类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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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拔尖人才？ 
 

板凳敢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甘于寂寞 

敢于寂寞 

享受寂寞 

使命责任    学术志趣    内在动力 



（2）目标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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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社会 

人 

自然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 

基础医学 

人
类
文
明 

硬实力 

软实力 

健康力 

国
家
元 
实
力 



（3）思路的新 

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 

+ 

天文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球

物理学、地质学、心理学、基础医学、哲学、 

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 

1 拓围 

2 增量 

3 提质 

4 创新 

范围变了：从纯理到大理、大文、大医 

规模变了：从“千人计划”到“万人计划”      



（4）模式的新 

一般优秀人才          杰出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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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三化                                   现代书院等多种模式 
 

 

（导师制、个性化、
小班化、国际化） 

 

“浸”出来、“养”出来、“熏”出来、“育”出来 

给中才立规矩    给天才留空间 

 
 

老酒泡人参 

 



“卓越拔尖计划”2.0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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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通知 
启动首批 
一流专业/ 
基地认定 

部属高校 
省教育厅 
遴选推荐 

  教指委 
  专家委 
评审推荐 

公布首批 
一流专业 
一流基地 
建设名单 

建设认定 
长期分批 

明年年初 明年年中 



专业 

基本 
单元 

教与学 
交汇点 

供与需 
对接点 

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研制一流医学专业建设标准 

     体现时代特色 

      突出专业特点 

      符合专业实际 

强化分类指导 

分年度遴选推荐一流专业建设点 

4.积极推进一流医学专业建设 



68 

100% 
3.0版国家库—专业数据信息 

80%以上 

95%以上 

20%以上 

黄牌专业 

一流专业 

5.率先开展医学三级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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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挑战度 

高阶性 

 “高阶性” 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医

学生解决临床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临床思维 

 “创新性” 课程内容反映医学前沿性和时代

性，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

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挑战度” 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跳才

能够得着，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要求 

6.打造医学教育“金课” 



6.打造医学教育“金课” 

 指导建设一批“金课” 

 遴选推荐一批“金课” 

 组织建设一批专业类核心课程

的系列精品慕课 

建好   用好    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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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院系： 

      深化专业综合改革 

教师： 

     提高教书育人能力 

宣讲、解读、培训 

7.推动国标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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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遴选确定“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高校的重要因素 

把教学作为

学问研究起

来，作为组

织建立起来 

树起来 

建起来 

用起来 

基层教学单位 

8.健全基层教学组织 



40万 

广覆盖 大突破 

40万临床医学生
80%医学院 

出版《中国大学生 
临床技能操作指南》

填补空白 

炼队伍 强基地 展风采 

培训、培养、锻炼一
批临床教学骨干队伍 

附属医院对 
教学重视加强 
经费投入加强 
办学条件加强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强临床实践能力 

单位高度评价 

9.举办临床技术技能大赛 



• 开启竞赛的“新十年计划”  新起点 新内涵 

• 打造成更加全面、更加国际、更加开放、更具影响力的金牌大赛 

• 全口径大健康：五年制赛道|八年制赛道|中医赛道|护理赛道|国际赛道 

• 打造第二个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大赛 

9.举办临床技术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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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抓道术 好医生要有好医道,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除人类之病痛  助健康之完美 为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第二是抓学术 好医生要专业精湛   
学养深厚   敢于创新   破解生命奥秘的探究精神 

第三是抓技术 好医生要有过硬的医术 

水平一流   方法娴熟    技术高超    

第四是抓艺术 好医生要有艺术的服务   

有情有义   有亲情有温度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第五是抓仁术 好医生要有仁心仁术  

医德高尚   关爱病人 敬畏生命的职业操守 

10.抓好医学人才“五术”培养 



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为健康中国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