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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总结 

 

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院师资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王亚军 朱庆双 康骅 卢洁 赵妍 

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宣武医院） 

1.成果产生的背景（成果简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加快推进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高水平医

学人才。2012年，教育部、卫生部印发《关于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指出强化医学人才

培养是卫生事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遵循医学教育规律和医学人才成长规律，创新体制机制，培养卓

越医生，提升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2020年 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 号），指出医学教育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基

石，面对疫情提出的新挑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任务、世界医学发展的新要求，我国医学教育还存

在诸多问题，第十二条强调，夯实高校附属医院医学人才培养主阵地，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临床教师是高校附属医院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力量，对人才培养质量起到关键作用，但由一名临床

医师如何成长为合格的临床教师，目前缺乏科学、规范、统一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

临床教师又是临床医师，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医生受过专业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日常

工作使其专业能力不断提高；作为教师，他们既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学专业系统培训，又在医疗工作为

主的实践中教学时间相对不高，专门教学培训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教学能力多是从自己老师或成长过程

得到的一些感性认识，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对教学法的感悟需要较长的时间，况且临床教学是要培养水平

高、能力强及能为患者服务的高素质人才，存在对医学教育的高水平、高要求的特殊性。 其次，近年

来由于医疗工作环境紧张，医疗绩效考核任务重，晋升压力大，教学、科研的重心偏移，教学激励机制

不健全，临床教师教学积极性、主动性不足。 

如何打造一支师德高尚、医术精湛、教书育人的高素质的临床师资队伍？那么，急需解决的问题有： 

如何打造一支师德高尚、医术精湛、教书育人的高素质的临床师资队伍？急需解决的问题有： 

（1）临床医师成长为临床教师的目标是什么?临床教师岗位胜任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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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 1997年开始开展临床师资培训项目，2010年开展校级立项师资队伍建设的改革研究，2014

年开展北京市教学改革立项研究（2014-ms164），采用文献复习、德尔菲法专家调查、问卷调查、参访

国（境）内外大学医院、专家会议咨询讨论等方法，2016 年完成研究计划，建立了临床师资胜任力“6+1”

模型，也就是临床师资培育发展目标，并据此建设师资培训系列课程，开展学院、校级、北京市及国家

级师资培训。 

（2）临床医师成长为临床教师的师资发展模式是什么？ 

临床医师的成长从本科毕业后开始，经历住院医师、专科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及主任医师

的过程，教学能力是与临床实践工作相互关联、相互统一中逐渐发展的，经过 20余年的实践积累和 10

余年的理论研究，我们建立了临床医师同步向临床教师“分层渐进、模块化”培育发展模式，即新入型、

发展型和资深型，不同层级不同阶段，建立不同的模块化培训课程。 

（3）临床教师的管理与激励保障机制如何？ 

临床医学院建立教师发展中心，专职负责临床师资发展管理，建立临床教师发展相关管理制度，在

临床医师专业技术职称晋升过程中，融入教学职称晋升机制，相互统一，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开通专

门教学型职称晋升通道，建立教学积分制度，激励潜心教学的临床医师。 

本研究成果在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宣武医院）1997年开展师资培育工作基础上，2010

年校级立项研究，2014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立项（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学院师资培训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

2014-ms16），2016年完成研究计划，提出临床医学院师资能力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以及管理激励机制，

并应用于临床教学管理实践，2020年 8 月完成实践检验。多年来应用于本单位教学管理实践，获得国家

级教学示范中心/基地 4个，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3个，国家级优秀课程 5项，国家级优秀教材 2项，

全国教育教学比赛获奖 3项；北京市教学名师 3名、优秀教师 4名，北京市优秀教材 2项，北京市教育

教学获奖 9项。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明确临床教师的岗位胜任力目标：构建临床教师“6+1”岗位胜任力模型，即六大临床核心能

力和一个核心驱动力。六大核心能力包括：①临床专业能力，临床教师首先是一个好的临床医师，按照

合格临床医师的专业要求教授学生，自身必须具备合格临床医师的能力，起到言传身教作用，合格临床

医师具备的能力有：职业精神素养、病人的照顾能力、临床专业知识技能、医患沟通能力、实践中不断

提升学习、基于系统的制度下工作；②教学能力：具备良好的教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师的基本

素养，懂得教学法，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临床教学方法（如理论授课、实践带教、案例教学、情景教学、

模拟教学等等）；③考核评估能力：具有考核评估的基本理论基础，熟悉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各

种方法，具备日常评价、出科考核、结业考核出题、执考和结果分析的能力；④导师辅导能力：熟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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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心理学，懂得如何引导和激励学生的成长，尤其对于问题或困难学生有识别、引导、教育和帮助的能

力；⑤教学组织管理能力：熟悉课程开发和设计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能够开发教学项目或课程，并恰当

的组织实施和评价；⑥教学研究能力：在熟悉教学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的基础上，懂得教学研究的常

用方法，能够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管理做出优化和创新，申请教学课题和撰写教学论文。一

个核心驱动力：对临床教学理解的核心价值观，即岗位胜任力的最深层次能力要求，是驱动临床教师投

入精力、不断提升的核心动力，如申报者单位临床教师核心价值观是“责任 卓越 勤奋 传承”。 

 

临床教师“6+1”岗位胜任力模型 

（2）提出师资培育发展模式：临床教师分层渐进、模块化培养模式。三个层次：新入型(教学经历

3年以下)、发展型(教学经历 3-10年)和资深型(10年以上)。新入型以教育教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为主，发展型以医学教育方法精进和各种教学能力提升为主，资深型以促进教育教学持续发展

为主，建立符合不同层次临床师资发展的模块化培训内容和方式。 

①新入型临床教师课程模块：高等师范学院培训教育学基本知识（高等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法规

等）、外科学总论教学、诊断学体格检查教学、临床教学基本基本功以及考官培训； 

②发展型临床教师课程模块：医学教育发展趋势、教学方法精进如 CBL、PBL、TBL等、国内国际教

学研修、参加临床教学比赛、参与课程建设、开展教学研究； 

③资深型临床教师课程模块：参加高级师资培训课程，培训师资的师资、课程的设计者、主编教材、

考核评价教师的考官、考核评价的设计者、教学负责人、教学督导专家、教学名师等。 



  

 4 

 

临床师资培育发展模式“分层递进、模块式培训” 

 

（3）临床教师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临床医学院必须建立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临床师资发展管理，

负责全院教师培训活动、协助各部处科室举办教师培训活动、教师培训认证及教师资料库、评价教师教

学成效等。建立临床教师发展相关管理制度，包括师资遴选、明确职责、系统培训、完善的奖惩措施等，

本研究创新性建立晋升专业技术职称与教学职称融合机制，即同时具备了下一级的专业技术职称和教学

职称才能晋升高一级职称，如主治医师必须有讲师教学职称后才可以晋升副主任医师。建立教学型临床

医师的教学职称晋升通道。 

 

临床学院教师培训中心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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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 

（1）构建高校临床教师“6+1”的岗位胜任力模型。临床师资岗位胜任力包括临床专业能力、教学

能力、考核评估能力、导师辅导能力、教学组织管理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对临床教学认识的核心价值

观。 

（2）建立临床教师师资培育发展模式。建立了临床师“分层渐进、模块化”培育发展模式。依据临

床师资岗位胜任力模型为培训目标，根据新入型、发展型和资深型临床师资的特点，建立符合不同层次

临床师资发展的模块化培训内容和方式。 

（3）建立临床教师培育发展保障机制。一是高等医学院校和临床医学院建立临床教师培育发展组织

机构，即隶属于教务处/教育处的教师发展中心，组织架构人员健全；二是建立临床教师培育发展管理

机制，包括师资遴选、明确职责、系统培训、完善的临床师资奖惩措施等，创新性建立晋升专业技术职

称与教学职称融合机制，实现临床医师和临床教师的一体化发展；通过教学积分评定系统，为教学骨干

教师开通教学型教学职称晋升机制。 

4.成果的推广应用 

     （1）学院内应用：申报者单位已经构建了完善的临床师资培育发展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定位临

床师资发展目标，分层渐进、模块化开展师资培训。 

      ①新入型师资：完成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的培训课程，完成教育学、教学心理学、教育

法规和教学技巧培训，获得考核合格证书后可以晋升主治医师，主治医师聘任后完成外科学总论、检体

诊断学和教学基本功培训课程，获得合格课程后有临床教学资格，晋升讲师； 

      ②发展型师资：在完成教学任务基础上，必须参加院级教学基本功比赛（10 期）、杏林医师奖评

选（14期）、住院医师指导医师的培训（12期），积极参加国内外教学培训和会议，对各种教学方法精

进，参加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3门）、国家虚拟仿真课程建设（1门），校级网络课程建设（14门）、教

学改革研究，有教学论文或成果产出，具备讲师职称后申报副主任医师； 

      ③资深型师资，参加高级师资培训班，主要负责教研室或科室临床教学，成为课程负责人，参与

教师的培养、考官的培训，设计教学培训课程，主编教学、申报教学成果，成为教学名师（北京市 3人）。 

      ④获批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2个（外科学、神经病学），学院师资团队被北京市教委教学推荐评

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学校内推广：从 1997年开始，每年开展校级师资培训，主要集中在新入型师资的培训，外

科学总论师资培训班（26期）、体格检查诊断学培训班（26期）、青年教师临床教学基本功培训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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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考官培训班（4期）、燕京医学院教学医院师资培训（3期）、朝阳医院西院师资培训（4期）、中医

临床医学院（3期）等师资培训班。 

    （3）全国推广：学院作为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市属医院唯一）、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示范基地（市属医院唯一），一直开展全国临床师资的各类培训班。 

      ①2009年开始，连续 13年举办全国青年教师临床教学骨干教师高级培训研修班，推广临床师资

培训理念方法，培训班为临床教学技能工作坊的形式，共有 150多临床医院 2000余名教师参加研修，

深受各单位的好评，形成了学校的品牌项目； 

      ②申报者单位连续四年承办中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全国住培最大盛会每届参加师资

6000余人）的师资培训分论坛，包括师资培训模式、师资能力提升、考核能力培训等，承办全国住培外

科主任培训班，培训 500多名外科主任教学能力，还承办多期北京市住培管理师资培训班、河北省、贵

州省及内蒙自治区/西藏、新疆、青海玉树等师资培训班，2021年学院获得北京市扶贫协作先进集体。 

      5.成果应用效果 

     （1）发表临床师资培训相关论文 16篇：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师资培训体系的研究.中国毕业后医学

教育，2017；"5+3"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师资培养实践与探索. 医学教育管理，2019；台湾医学院

校临床师资培育的方法及启示. 医学与社会，2015；以青年教师授课比赛为导向的临床授课技巧研究.

中国病案，2019；临床护理教师教学领导力与知识管理能力的相关性研究。中华现代护理，2020；等等。 

     （2）临床师资培育相关模块式课程：《外科学总论》师资培训班；《检体诊断学》师资培训班；青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师资培训班；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技能教学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临床骨干教

师“课程思政”师资培训班；中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等等。 

     （3）临床师资发展相关管理：专业技术职称与教学职称晋升融合相关制度、临床教学型职称晋升

管理办法、临床教学积分制度；等等。 

     （4）出版临床师资培训相关教材：全科医学师资培训指导用书（第 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外科学带教教师培训教程. 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3；北京市主治医师教学查房规范；等等。 

     （5）获得市级以上教学基地、优秀团队/教师、课程、教材、获奖：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市教委推荐“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国家级重点专业基地（康

复、病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临床技能中心）、负责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临床医学）、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神经病学）、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神经病学/外科学）、国家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优秀基地负责人（赵国光）、国家级课程虚拟仿真课程（综合能力训练课）/精品资源共享课（外

科学）、外科学/神经病学精品课程、双语示范课（神经病学）、国家级优秀教材（康复医学/临床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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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学名师（张建、贾建平、康骅）、北京市优秀教师（李林、贾建国）/ 师德先锋（张国君、王

天龙）、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贾建国、贾建平）、北京市优秀教材（经典教材、精品教材、优质本科

教材重点项目）、全国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李艳）、北京市比赛一等奖（李艳、李博宇、钱

坤、梅珊珊）、北京市“最美课堂”（课程思政）一等奖（钱坤）、 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医学生技能大赛

一等奖、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能大赛华北赛区一等奖、全国铜奖；等等。 

总之，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师资培养需要有明确目标，即培育临床师资岗位胜任力；系统的实施方案，

即分层渐进的师资培训体系；完善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即专业技术职称与教学职晋升相融合，以及

奖罚分明的师资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