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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

精神、实践能力”的要求。一直以来，学校除通过讲授第一课堂教学内容及加强了课程体系的引导

和实施素质教育外，每年都资助开展第二课堂、科研创新训练等活动；课外素质教育对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个性发展和特长发挥、人文素养均大有可为。当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

发展，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困扰全世界人类健康的凸显问题。2020 年的新冠疫情，直接突显了高

素质公共卫生人才的缺乏。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6 月 2 日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启示我们：加快建立与现代化疾病防控体系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与使用机制，及早补齐公

共卫生人才发展滞后这块短板，已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紧迫任务。传染

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我们还将面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井喷、环境生态恶化、食品药品安全、

职业危害、人口老龄化、儿童肥胖、精神卫生问题、中毒和意外伤害等众多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共

卫生问题；健康中国 2030 的实现，也亟需大批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公

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公共卫生教育则是培育掌握一定医学知识、人文知识、预防医学知识

和技能，能够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的专门人才。如何实现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是当前医

学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之一。为此，我们在遵从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学

科建设，引导学生创新学习和自主学习，兼顾共性化和个性化培养结合的培养方式，提高公共卫

生人才的综合素质。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需要学生除了专业知识技能过硬外，还需要具有一定的

科研素养、沟通技能和人文素养等，我们结合学科自身特点人才培养需求，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

素质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

和人文素养。在过去的几年间，公共卫生学院针对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采取了一系列可持

续、可推广、有辐射价值的措施，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1.本科生全程式导师制的建立 

为了关注每个学生个体的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独立思考

的能力，遵循个性化培养原则，真正做好立德树人、全面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的“三全育人”理念，在学业规划、学习过程、科研探索以及品德素养等方面全方位辅导。它以学

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基础，关注每个学生个体的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通过导师的个

别指导和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遵循个性化培养原则，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和行业责任感。我们从 2015 级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大一开始实施全程式导师制。通过

我们的实践，2015～2020级预防医学专业全部建立了本科生导师，同时辐射扩展到 2019-2020级 公

共事业管理（卫生管理方向）专业。 

2.“公卫年华”学术文化节的开展 

为了充分探讨学术文化在高素质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培养中的作用，从 2015 年开始，首都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经策划并开展了以提升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综合素质的 “公卫年华”

学术文化节活动。该学术文化节包括了“素质拓展、学术素养、人生导航、文化艺术”四个板块。

通过倡导和夯实“公行天下，卫戍健康”的理念，增强学生的人文知识、社会组织能力、沟通交流

及知识传播能力。我们开展的活动包括“点亮公卫梦 点赞公卫人”主题征文和主题演讲比赛；趣味

英语活动“Running English”（公卫最强“英”）；“公卫有你更精彩”的团队合作素质拓展训练“公卫青

年”学术论坛；“即将成为公卫人”职业生涯规划；“公卫人的艺术人生”书法、绘画和摄影比赛；“公

卫人的使命和担当”科普作品比赛。连续举办的九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已经成为人才培养的品牌活

动，通过主题文化来激励学生。历届研究生论坛主题为“第一届：杏林争芳，精勤同业；第二届：

激扬青春，励学拓新；第三届：明德创新，抱诚笃实；第四届：致知笃诚， 格物争新；第五届：

崇真尚理，研精覃思；第六届：笃信真知，追求卓越；第七届：潜心研思，领创公卫；第八届：

革新以承，卓而为合；第九届：公克时艰 卫战疫情。” 

3. 创立了预防医学专业思想教育“五步法” 

针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和困惑，我们开创性的建立了“演、画、说、写、做”

预防医学专业思想教育五步法。“新生风采展示”让新生理解到预防医学是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神

圣的使命；“四格漫画”勾勒出公卫人的青春与梦想；“我眼中的预防”述说公卫人的责任与担当；“时

光机 未来信”抒写公卫人的自信与未来；“我即将成为公卫人”践行公卫人的理想与誓言。一系列活

动实施，实现了专业思想稳定，帮助学生尽早合理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4. 预防医学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的实践 

培养高素质的公共卫生人才需要坚实的专业思想，我们建立的“演、画、说、写、做”预防医



学专业思想教育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坚实的政治

思想，除了思政课程还需要课程思政，课程思政除了课堂教学的还需要在专业实践中思政。北京

高校红色“1+1”主题党日活动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等平台，可以帮助学生到实践中去理解专业、

了解国情和民情、体验中国公共卫生的成就和现状；让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我们先

后与北京市通州半壁店新村党支部、大兴区青云店镇四村党支部、顺义区杨镇沙子营村、北京市

大兴区特殊教育学校、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第一中学党支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党支部、北京市通州区南关小学等开展了红色“1+1”主题党日活动。先后组织了吉林白山社会实

践团队、云南西双版纳社会实践团队、河南林州实践团队等。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教学方法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本项目成果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探索和实践。第一个是高素质人才培养中的课外实践路径：

高校素质教育课外培养是以学生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学生获得直接经验为导向、以实现学生全面

发展为目标的综合培养；科生全程式导师制、学术文化节、主题党日活动、暑期社会实践等都是

非常好的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的实践。第二个是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人文素养及个性化培养的路

径：以学生为主体，丰富和发展公卫文化，打造精品活动，以文化人，在公共卫生实践中检验“强

国有我”。 

2.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本项目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主要方法包括两个方面。 

（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课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第二课堂、科

研创新活动还是导师制的实施，都突出了教学过程中的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习的自主性，解决

学生主体地位欠缺、自主性学习不足等问题；本科生全程式导师制中，学生和导师的建立是一种

双向选择的关系，学生通过了解导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有针对性的加入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团队和研究项目中，这个过程学生是主动；导师教学和引导的过程中，也完全了解学生的兴趣爱

好、知识基础；教与学的过程完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可以帮助和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拓展了

教学的时空。将教学时空由课堂内的理论教学向课堂内实践教学延伸；课堂内的理论和实践教学

向第二课堂、校内学术活动与校外社会实践延伸；学习内容从教材内向教材外延伸。 

（2）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公共卫生人才直接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因此人才培养中

对高素质有迫切的需求。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除了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外，需要在科学素养、文

化素养和身心素养上有较高的要求。①“公卫年华”学术文化节中设计有四个针对性的板块，即“素



质拓展、学术素养、人生导航、文化艺术”，每个板块下的活动以公共卫生文化为主线，构教了较

为完备的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② 公共卫生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实践。培养高素质的公

共卫生人才需要夯实的专业思想，我们建立的“演、画、说、写、做”预防医学专业思想教育法已

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北京高校红色“1+1”主题党日活动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等平台，可以帮助

学生到实践中去理解专业、了解国情和民情、体验中国公共卫生的成就和现状；让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有机的结合。 

三、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1.预防医学专业和平台建设效果显著 

首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目前已建成国家特色专业、首批国家一流建设专业、北京市特色

专业和北京市一流建设专业；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第三轮的结果为第 10-13 名，第四轮结果为

B+（第 6-10 名）。“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东

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实习基地，获批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本学科建设有环境毒理学

和临床流行病学 2 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拥有首都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基地、国家医疗保障研究

院、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等平台。 

2.本科生党团和班级建设成绩突出 

先后获评全国样板党支部、全国示范团支部、北京市“先进班集体”等称号； 北京高校红色“1+1”

主题党日活动多次获得北京市的奖励；社会实践团队多次获评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

团队”；全国大学生技能大赛中曾获健康教育科普作品大赛特等奖、单项技能一等奖、综合技能二

等奖；10 余项科技作品在北京市挑战杯中获奖；2019 年 1 人在国庆活动中受北京市委市政府表彰；

30 多人参与到新冠疫情的防控一线。 

四、主要成果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教学研究论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围绕如何落实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针对学生培养

的课内和课外实践如何有机结合等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 

（1）以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课程为例，探讨了第二课堂、学生科研创新项目在学生培养中的

作用。第二课堂活动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的全面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学生人生发展内驱

力的有效措施，可以激发学生内在活力。结合学生科研创新活动创作科普和科技产品，通过学科

竞赛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2）通过对本科生全程式导师制的探索，进一步丰富了三全育人的理念和内涵，可以帮助学

生早起接触科研，树立专业自信；也可以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并建立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



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3）探索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在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可以更好的挖掘校园课外

文化，开展以“公行天下，卫戍健康”的价值观教育，通过公卫科创作品大赛、健康科普活动、

公卫强国、书法、绘画、摄影及羽毛球等活动，全面提升公卫学子的生命价值观教育及德智体美

劳的综合发展。 

2.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方案 

建立预防医学本科生全程式导师制制度、考核方案等，通过不断优化和发展，已经在预防医

学专业、公共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方向）专业本科生全面实施。 

3.首都医科大学“公卫年华”学术文化节策划书 

每年的策划书围绕“素质拓展、学术素养、人生导航、文化艺术”四个版块开展和设计，不断

的创新和发展，本科生和研究生联合组织，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4.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学生获奖 

积极组织预防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参加各项公共卫生技能大赛及健康科普大赛等

学科技能比赛；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2019 年获批全国样板党支部。首都医科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多次在活动中被评为市级校外教育先进集体、大赛优秀组织单位等奖励。学生在

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技能大赛、北京高校红色 1+1 示范活动、首都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书画艺术作品展及全国大学生健康教育科普作品大赛

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