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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与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支撑材料 

 

（一）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及运行管理文件 

1.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构成（图） 

图中，蓝色（三级综合医院临床基地）和粉色（城市社区基地）承担“5+3”全科住院医师、专硕研究生培养，同

时可以承担全科医学师资、转岗培训学员的培训任务；黄色（郊区区级医院临床基地）和绿色（乡镇卫生院即社区基

地）承担“3+2”助理全科医生培养；在培训中，基础与管理学系，整合全校及各基地优势资源，承担全科医学基本理

论和全科医生素质培养相关理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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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都医科大学关于调整和完善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内部机构设置的通知（首医大校字[2013]186号） 

首 都 医 科 大 学 文 件 

首医大校字〔2013〕186号 

首都医科大学关于调整和完善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内部机构设置的通知 

各学院、临床医学院、教学医院，校机关各部处、直属单位： 

为全面推进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实现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内部机构的科学规范，经校长办公会研究

决定，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内部机构设置，以增强学科建设的活力，实现资源的有效

配置。 

一、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实行学院、学系和教研室三级建制，学院目前内设三个办公室、八个学系，

同时在各学系下设全科医学临床、社区教研室。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可在教研室下设教研组。随着学科建

设发展的需要，学院内部机构设置可依据上述原则予以调整。 

二、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内部机构设置如下： 

内设：学院办公室、全科医学办公室、成人教育办公室。 

隶属：全科医学基础与管理学系、全科医学第一临床学系、全科医学第二临床学系、全科医学第三临床

学系、全科医学第四临床学系、全科医学第五临床学系、全科医学第六临床学系、全科医学第七临床学系。 

挂靠：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北京市全科医学培训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全科与继续教育培训中心。 

（一）全科医学基础与管理学系 

（二）全科医学第一临床学系 

挂靠：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隶属：全科医学宣武临床教研室、全科医学密云教研室、全科医学良乡教研室、全科医学方庄社区教研

室。在密云和良乡教研室下根据需要设立相应教研组。 

（三）全科医学第二临床学系 

挂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隶属：全科医学友谊临床教研室、全科医学大兴教研室、全科医学陶然亭社区教研室。在大兴教研室下

根据需要设立相应教研组。 

（四）全科医学第三临床学系 

挂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隶属：全科医学朝阳临床教研室、全科医学平谷教研室、全科医学潞河教研室、全科医学三里屯社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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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全科医学高碑店社区教研室。在平谷和潞河教研室下根据需要设立相应教研组。 

（五）全科医学第四临床学系 

挂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隶属：全科医学同仁临床教研室、全科医学延庆教研室、全科医学德胜社区教研室。在延庆教研室下根

据需要设立相应教研组。 

（六）全科医学第五临床学系 

挂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隶属：全科医学天坛临床教研室、全科医学昌平教研室、全科医学右安门社区教研室。在昌平教研室下

根据需要设立相应教研组。 

（七）全科医学第六临床学系 

挂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隶属：全科医学安贞临床教研室、全科医学怀柔教研室、全科医学大屯社区教研室。在怀柔教研室下根

据需要设立相应的教研组。 

（八）全科医学第七临床学系 

挂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隶属：全科医学复兴临床教研室、全科医学月坛社区教研室。 

各学系可设系主任 1名，系副主任若干名。学系副主任兼任隶属教研室主任，学系主任不再兼任教研室

主任，教研室不再设副主任岗位。学系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并和副主任分工负责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科学

研究等工作。各学系主任、副主任由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务会研究决定并任命，报学校人事处备案。 

特此通知。                                                                                                                                                       

首都医科大学 

2013年 11月 8日 

首都医科大学办公室                       2013年 11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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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关于各学系领导班子组成的通知（院发[2014]01号） 

首都医科大学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院发〔2014〕01号 

───────────────★─────────────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关于 

各学系领导班子组成的通知 

 

各全科医学学系： 

经院务会 2014年 1月 7日会议研究决定，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各学系领导班子成员由

以下同志组成。 

全科医学基础与管理学系 

主  任：路孝琴（兼） 

副主任：杜娟 

全科医学第一临床学系 

主  任：贾建国（兼）  

常务副主任:樊洁 

副主任：李爱阳、许均平、吴浩 

全科医学第二临床学系 

主  任：谢苗荣 

副主任：刘力戈、马秀华、许建 

全科医学第三临床学系 

主  任：邢念增 

副主任：孙继红、王晓勇、纪智礼、崔学利、张亚兰 

全科医学第四临床学系 

主  任：张  罗 

副主任：刘焕茹、李金亮、韩铮铮 

全科医学第五临床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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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王晨 

副主任：周建新、周健、张彦虎、刘世军 

全科医学第六临床学系 

主  任：周玉杰 

副主任：廉京雷、李松、王以新 

全科医学第七临床学系 

主  任：罗雯 

副主任：金声扬、丁静 

各学系应设立秘书 1名，并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教学医院可在教研室下设教研组，报学院全科医学办

公室备案。 

特此通知。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4年 1月 7日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14年 1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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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临床学系管理规定（试行）（院发[2014]04号） 

首都医科大学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院发〔2014〕04号 

───────────────★─────────────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临床学系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科医学临床学系的建设和管理，有效发挥各学系在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的重要

作用，实现学校全科医学“三个基地、三支队伍、三项内容”的战略部署。依据学校相关管理政策制度，特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全科医学临床学系是学校为完成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由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教学医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组成建立的具有行政性的学科建设及教学组织体系。 

第三条 全科医学临床学系挂靠在附属三级医院（临床医学院），整合教学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相关学

科资源，搭建的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发展平台，承担起学术引领的责任，推进学系范围内各个成员单位的学科

建设。 

第四条 全科医学临床学系以学科建设为基础，规范组织建制，实行民主管理，促进学科的稳步发展，坚持医、

教、研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坚持人才培养为先的原则，强化人才培养质量，追求学科建设中的创新能力和

更高的学术目标，提升科研业绩。 

第五条 学系主任是工作岗位，原则上由挂靠的三级医院主抓教学院长任主任，随挂靠的三级医院主抓教学院

长变更而变更，并及时通报学院；要求挂靠的三级医院设置一名教学干事协助工作，并报学院备案。 

第六条 以学系为单位组建全科医学临床学系系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会议制度是学系的议事和决策组织形

式，系务委员会会议应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坚持学术民主的原则，在讨论相关问题时，要以学校的有关制度

和政策为基础，认真贯彻落实学院的有关要求和工作部署。学系教学干事参加系务委员会会议并负责做好会

议记录，并将会议纪要及时报送学院全科医学办公室。 

第七条 学系在学院总体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规划框架下，推进本学系内涵建设。并完成以下任务。 

1.加强学系师资队伍的建设，逐步形成布局合理、数量充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和临床带教教师队伍。  

2.开展教师教学能力的专项培训活动，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水平，建设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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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具有全科医学特色的科学研究，以学系为单位组织联合申报课题，加强学系学术影响； 

4.依据学院工作计划制定本学系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制定学系的管理规章制度并组织

落实； 

5.利用学院信息交流平台，不断更新学系相关信息； 

6.组织召开本学系年度工作汇报交流大会。 

第八条 组织完成本学系的“学术评价”的初筛性工作，包括研究生招生面试、出题、研究生导师遴选、教学

职务岗位评聘、以及学院布置的其它方面工作。 

第九条 全科医学临床学系挂靠的附属三级医院亦是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点的挂靠单位，负责本

学系研究生日常管理、培养工作。 

第十条 学系接受学院对各学系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的督导检查。对于在学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学系应认真组织并参加学院的学术论坛和学术年会，加强各学系间学术交流，努力争取建立品牌学

术活动，不断扩大学系的学术影响力。 

第十二条 全科医学临床学系挂靠医院应履行对所挂靠的学系的支持义务。为挂靠学系提供办公设备等工作条

件，给予必需的财务支持。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4年 1月 20日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14年 1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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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导师类型 

1 路孝琴 全科基础与管理学系 硕导 博导 

2 杜娟 全科基础与管理学系 硕导 博导 

3 赵亚利 全科基础与管理学系 硕导 

4 王慧丽 全科基础与管理学系 硕导 

5 黄亚芳 全科基础与管理学系 硕导 

6 邵爽 全科基础与管理学系 硕导 

7 苏雷 宣武医院 硕导 

8 刘利民 宣武医院 硕导 

9 孙万卉 宣武医院 硕导 

10 李爱阳 宣武医院 硕导 博导 

11 贾建国 宣武医院 硕导 博导 

12 王允锋 宣武医院 硕导 

13 吴浩 宣武医院 硕导 博导 

14 刘亚娟 宣武医院 硕导 

15 朱庆双 宣武医院 硕导 

16 王春梅 宣武医院 硕导 

17 王长远 宣武医院 硕导 

18 王红禄 宣武医院 硕导 

19 葛彩英 宣武医院 硕导 

20 姜春燕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21 吴咏冬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22 马秀华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博导 

23 郝增平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24 林青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25 唐梅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26 徐波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27 韩磊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28 谢苗荣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博导 

29 赵留庄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0 佟子川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1 李玉凤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2 赵莹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3 尹凤先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4 马清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博导 

35 杨爱君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6 梁峰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7 赵丽波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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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赵海英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硕导 

39 刘力戈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博导 

40 陈牧雷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1 陈哲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2 权红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3 于丽平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4 刘爱军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5 孟娟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6 姜岳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7 王蔚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8 康南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49 孙芳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50 范慧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51 赵文淑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硕导 

52 严冬 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硕导 

53 付玉静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54 张罗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55 王宇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56 刘晓芳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57 谷晔红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58 张伟令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59 张敬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60 王勇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61 陈莹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62 曹秋梅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硕导 

63 王晨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博导 

64 徐玢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65 李娜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66 马力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67 朱平辉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68 王尚才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69 聂增尧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70 隗冬梅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硕导 

71 王以新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72 马立萍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73 周玉杰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74 赵铁夫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博导 

75 冯妍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76 马涵英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博导 

77 郭芳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78 胡荣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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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芦燕玲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硕导 

80 杜雪平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博导 

81 王青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博导 

82 赵燕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83 丁静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84 孙懿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85 孙艳格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86 穆珺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87 赵艳忠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88 李东霞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博导 

89 王杰萍 附属复兴医院 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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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研究生培养与教育管理工作实施办法（院发[2014]05号） 

首都医科大学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院发〔2014〕05号 

───────────────★─────────────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关于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及研究生学位培养工作的管理规定 

（试行） 

 

为了提高全科医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整合学校优势资源，加强学科建设，突出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特色，

打造我校特色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以《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工作手册》中的相关管理文件为依据，并结

合全科医学研究生培养特点和规律，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研究生管理工作，以《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工作手册》中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制度

为依据进行。在学校研究生院的指导下，学院结合全科医学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规律，统筹规划全科医学研

究生导师的遴选和管理、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复试及培养总体方案制定、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开题、答

辩以及学位初步审定工作，各学系按照学院的总体要求进行具体的管理工作；学院全科医学办公室和各学系

秘书协调负责研究生管理中各项事务性工作。 

第二章 导师遴选工作 

学院按照学校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的统一部署，根据学科发展现状协助校研究生院制定导师遴选标准及

相关政策，指导各学系做好申报工作，并组织完成导师遴选的学术答辩工作。 

学院对导师进行统一的培训和管理。全科医学办公室负责将新获批导师资格的各位导师的信息在学院进

行备案。 

第三章  导师年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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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为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的管理单位。学院根据学校研究生院的安排，督促各

学系具体落实导师进行网上年报和填写第二年的招生计划。 

2、各学系负责审核本学系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年报的相关信息，并上报研究生院。 

3、学院全科医学办公室负责年度导师年报信息的留档。 

第四章  招生复试工作 

1、学院制定研究生名额的分配办法。各学系根据学院下达的招生名额，由学系讨论确定具体招生名额分

配方案，经学系主任签字并加盖学系所在临床医学院公章后上报学院全科医学办公室。 

2、学院根据学校研究生院批复的最终招生名额，向各学系下发导师的招生任务书。 

3、学院按照学校研究生院要求，认真组织导师做好初试和复试试题的命题工作,并做好保密原则的宣传

和教育工作。各学系选派教师参与初试、复试的出题及阅卷工作。 

4、学院根据研究生院关于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安排，制定当年学院的《全科医学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

并组织落实统一的招生复试工作。 

第五章  研究生的培养 

1、全科医学研究生培养的标准和内容，严格按照《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学

院学术委员会负责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及审定工作。 

2、学系根据全科医学研究生培养计划负责临床轮转和社区实习的安排，并负责培训过程的质量改进。 

3、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以学系为单位建立研究生培养点，学系负责制定研究生培养点的建设与发展

规划，落实研究生管理工作。 

4、新生入学后，学生应参加学校、学院统一组织的入学教育；各学系负责安排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要求的

2门桥梁课程学习。 

5、在新生入学后，导师按照培养方案及时指导学生进行网上选课。制定研究生的具体培养计划，并将培

养计划于入学后三个月内上交学系进行审核。 

6、在培养阶段，应成立导师指导小组，小组成员中须有一位工作在社区的全科医学教师。导师要按照培

养方案和培养计划的要求，负责研究生的全面指导与教育；导师指导小组成员参与培养过程的管理，并协助

导师指导研究生围绕全科医学领域进行选题，开展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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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系所在附属医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负有监管责任，包括研究生学位课程学习、科

研能力培养、临床能力培养、临床和科研能力的过程考核、学位论文的答辩前的组织等工作。 

8、为提高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水平，各学系应研究制定鼓励研究生在读期间积极发表论文的相关政策或规

定。 

第六章  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1、按照《首都医科大学学位管理规定》的要求，学院负责指导学系进行研究生学位论文审核、评阅、答

辩资格审核和学位论文答辩的组织工作。 

2、学院由全科医学办公室统一组织研究生论文答辩工作，要求各学系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3、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立在学院全科医学办公室，全科医学办公室负

责组织召开学位分委员会会议，并负责整理决议及相关材料向学校学位委员会上报。 

第七章  学系与研究生导师管理 

1、学院负责学科建设和学系发展的总体设计、宏观指导及导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工作。 

2、各系按照学院总体发展规划，负责本学系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制定。 

  3、研究生导师管理的要求详见《研究生导师职责及相关规定》。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4年 1月 20日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14年 1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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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2助理全科医生培养和运行相关管理文件 

（此部分内容，请见学校平台） 

1.北京市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工作方案（京卫科教字[2013]3号） 

2.北京地区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与细则 及纵向理论培训-21门课程大纲 

3.首都医科大学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与成人学历教育并轨实施方案（首医大校字[2013]12号）  

4.首都医科大学规范化培训与成人学历教育并轨学员管理规定（试行）（首医大校字[2013]13号）  

5.首都医科大学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规定（首医大校字[2014]120号）  

6.首都医科大学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轮转和基层实践考核实施办法  

7.首都医科大学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管理实施办法  

8.首都医科大学规范化培训与成人学历教育并轨学员管理规定（首医大校字[2018]11号） 

9.3+2助理全科医生培养培训手册和考核手册 

 

北京地区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系列手册 

1.理论培训记录与考核手册            2. 临床培训登记手册 

              

3.临床培训考核手册                  4. 基层实践登记手册      5.基层实践考核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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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情况 

1. 2013-2021年为北京农村地区培养 3+2助理全科医生情况 

年度 招生数 
通过执业助理资格人

数 
规培完成人数 

至今获得本科学

历人数 

至今获得学士学位

人数 

2013 121 112 111 120 48 

2014 123 118 114 122 55 

2015 114 104 103 114 44 

2016 176 163 163 176 76 

2017 139 124 123 138 66 

2018 152 143 138 152 83 

2019 135 123 113 130 34 

2020 100 81 在读 在读 在读 

2021 160 74 在读 在读 在读 

合计 1220 1042 865 952 406 

2. 2013-2021年培养全科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情况 

年度 博士 专硕 科硕 合计 

2013 2 23 2(其中 1人转博) 26 

2014 2 23 2 27 

2015 2 31 2 35 

2016 5 30 2(均转博) 35 

2017 1 27（1人转博） 2 29 

2018 1（硕博连读） 27 2（均转博） 28 

2019 2（硕博连读） 30 4（1人转博） 35 

2020 1（硕博连读） 19 2 22 

2021 2（硕博连读） 17 4 23 

合计 18 226 16 260 

3.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培养全科医生的合格人数（近五年） 

年度 项目 临床合格学员 基层合格学员 合计 

2021 转岗 232  232 

2020 转岗  120 120 

2019 转岗 263 109 372 

2019 免培直考  226 226 

2019 北京医院 66  66 

2018 转岗 187 73 260 

2016 转岗  59 59 

 合计 748 587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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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北京市培训全科医学师资的人数 

年度 项目 临床 基层 合计 

2021 基础师资 120  120 

2018 基础北大 10  10 

2017 百名优师 57 40 97 

2017 基本师资 60 6 66 

2016 基本师资  31 31 

2014 普通师资  59 59 

2013 基本师资  119 119 

2012 基本师资 39 143 182 

 合计 286 398 684 

 

5. 3+2助理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评价结果 

（请见学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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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2-2021年我校全科医学学科教师承担教改课题目录 (61项) 

 

序号 课题名称 承担者 年份 
项目 

编号 

项目 

来源 

1 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与培养模式研究 线福华 2013 - 北京市教委 

2 
助理全科医生“全科医学基本理论与职业理念和综

合素质”课程内容及教材编写研究 
杜娟 2014 14JYY091 

首都医科大

学 

3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出科考核模式的探索 孙万卉 2014 14JYY087 
首都医科大

学 

4 “3+2”助理全科医师内科教学查房模式的探索 吴娜威 2014 14JYY088 
首都医科大

学 

5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模式的研

究 
刘力戈 2014  

原国家卫计

委委托 

6 全科医学社区实践基地中医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杨敏京 2014 14JYY085 
首都医科大

学 

7 
病例式 PBL教学法在皮肤性病科 3+2助理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张林 2015 2015JYY95 

首都医科大

学 

8 开展《临床综合能力课程》后的效果评估 虞燕波 2015 2015JYY121 
首都医科大

学 

9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点与全科医师培养

基地相衔接的探索与实践 
陈建军 2015 2015JYY78 

首都医科大

学 

10 3+2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学员教学管理效果的研究 康林 2015 2015JYY98 
首都医科大

学 

11 
多种教学模式在提升3+2助理全科医师中医临床能

力的研究与探索 

杨燕灵 

郑爱军 
2015 2015JYY99 

首都医科大

学 

12 3+2助理全科医师基层合理用药的教学模式研究 韩凤昭 2015 2015JYY96 
首都医科大

学 

13 社区见习大纲的编写及教学模式的研究 邵爽 2015 2015JYY87 
首都医科大

学 

14 
基于360度评估方法对助理全科医师培训效果的研

究与实践 
路孝琴 2015 2015JYZ03 

首都医科大

学 

15 全科医生继续教育体系的研究 樊洁 2015 15QK06 北京市教委 

16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细则实施指导的指定与

应用 
李爱阳 2015 15QK09 北京市教委 

17 全科医学师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谢苗荣 2015 15QK02 北京市教委 

18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并轨培养过程及管理模式

研究 
刘力戈 2015 15QK03 北京市教委 

19 教学医院助理全科医师师资培训模式研究 康林 2015 15QK15 北京市教委 

20 全科医学社区教学体系的研究 杜雪平 2015 15QK04 北京市教委 

21 3+2助理全科医师培养模式及其效果的研究 路孝琴 2015 15QK05 北京市教委 

22 临床医学本科生社区实习现况与基本规范研究 杜娟 2015 15QK22 北京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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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科医学临床师资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朱庆双 2016 2016B-JS005 

中华医学会

医学教育分

会 

24 
录像反馈法应用于全科医生临床技能培训的效果

研究 
姜春燕 2016 2016B-QK006 

中华医学会

医学教育分

会 

25 对医学生进行生殖健康教学实践的研究 林青 2016 2016JYY116 
首都医科大

学 

26 
全科专业学位硕士并轨培养中导师团队式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建军 2016 2016JYY112 

首都医科大

学 

27 用莱斯特评估法培训全科医生问诊技巧的研究 姜岳 2016 2016B-QK005 

中华医学会

医学教育分

会 

28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3+2助理全科医师外科基本操

作技能教学的效果评价 
张利辉 2016 2016JYY208 

首都医科大

学 

29 
案例教学法结合健康宣教在全科医生妇产科临床

教学中的探索 
王贝 2016 2016JYY210 

首都医科大

学 

30 
基于素质培养的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课程体系

优化研究 
赵亚利 2016 2016JYY91 

首都医科大

学 

31 
PBL结合 CBL教学模式在全科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探

讨 
王慧丽 2016 2016JYY90 

首都医科大

学 

32 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社区见习带教评价研究 金光辉 2016 2016JYY89 
首都医科大

学 

33 
“5+3”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临床师资培养方式及

标准的研究 
朱庆双 2016 16QK06 北京市教委 

34 全科医学规培学员全科医疗应诊能力评价研究 葛彩英 2016 16QK01 北京市教委 

35 微格教学法应用于全科医生技能培训的效果研究 姜春燕 2016 16QK10 北京市教委 

36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点与全科医师培养

基地相衔接的探索与实践 
陈建军 2016 16QK27 北京市教委 

37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临床综合课程》教学

效果整体提高的研究 
张东海 2016 16QK12 北京市教委 

38 
CBL结合电脑模拟人在全科医师心肺复苏技能培训

中的应用研究 
陈丽芬 2017 17QK10 北京市教委 

39 
京郊乡村医生全科医学继续教育现状及网络教学

应用可行性研究 
李娜 2017 17QK17 北京市教委 

40 
北京市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

究 
路孝琴 2017 17QK06 北京市教委 

41 以案例为导向的全科医学社区实习内容研究 杜娟 2018 CDDB18161 

市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

划课题 

42 以形成性评估为导向的综合评价在全科医学课程 杜娟 2018 2018JYJX044 首都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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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学 

43 
以循证为导向的PBL教学法在全科医学教学中的应

用 
黄亚芳 2018 2018JYJX045 

首都医科大

学 

44 
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全科医学概论理论课程中的应

用 
邵爽 2018 2018JYJX046 

首都医科大

学 

45 标准化 CbD教学法在全科医学理论课程中的应用 赵亚利 2018 2018JYJX047 
首都医科大

学 

46 
TBL结合 CbD教学法在全科医学概论课程中的推进

应用研究 
赵亚利 2019 2019JYJX073 

首都医科大

学 

47 
全科医疗中的医患关系与沟通技巧课程教学内容

的调整与完善 
王慧丽 2019 2019JYJX073 

首都医科大

学 

48 《全科医学概论》情景参与式教学的规范化研究 邵爽 2019 2019JYJX073 
首都医科大

学 

49 
国际学院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大纲和教学内容的完

善 
金光辉 2019 2019JYJX072 

首都医科大

学 

50 
以循证为导向的PBL教学法在国际学院全科医学教

学中的应用 
黄亚芳 2019 2019JYJX073 

首都医科大

学 

51 
全科医疗中的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课程教学案例

库的建立 
王慧丽 2020 2020JYJX073 

首都医科大

学 

52 《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情景参与式教学的优化研究 邵爽 2020 2020JYJX074 
首都医科大

学 

53 
信息化背景下将循证决策融入本科生全科医学教

学的实践 
黄亚芳 2020 2020JYJX075 

首都医科大

学 

54 课堂思政视域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路孝琴 2020 2020JYJX072 
首都医科大

学 

55 医学教育经典模式研究—临床医学专业 付丽 2020 2020JYJX071 
首都医科大

学 

56 
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结业实践技能考核

改进研究 
张超 2020 2020JYJX076 

首都医科大

学 

57 
采用导师制LAP教学模式在本科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魏学娟 2020 2020JYJX077 

首都医科大

学 

58 思维导图结合 CBL在“呕血”临床教学中应用探讨 仝建军 2020 2020JYJX227 
首都医科大

学 

59 乡医班师生对线上教学模式评价及对策研究 李玉凤 2020 2020JYJX250 
首都医科大

学 

60 基于社区场景的全科医学案例教学视频课程建设 姜岳 2020 2020JYJX079 
首都医科大

学 

61 
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社区卫生实践出科技

能考核方案设计 
严春泽 2020 2020JYJX078 

首都医科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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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2-2021年全科医学学科教师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文目录 

 

1. 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的教学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前三） 刊名,年,卷（期）:页码 

1 
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及其实施中相关

问题的思考 

线福华；路孝琴；吕兆

丰 

中国全科医学 

2012,15(22):2498-2501 

2 
全科医生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及对策

研究 
丁静；黄凯 

中国全科医学 

2013,16(10):1140-1141 

3 全科医生培养方式探讨 杜雪平；李肖肖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3,12(5):343-345 

4 
全科医学方庄社区培训基地教学模

式探索 
刘秀梅；吴浩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4(3):267-270 

5 
构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全科医

生培养体系 
路孝琴；杜娟；武艳 

医学教育管理 

2020,6(3):231-238 

 

2.“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教学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前三） 刊名,年,卷（期）:页码 

1 
“3+2”助理全科医师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黄艳；线福华；赵丽

莉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14(1):31-33 

2 
以“病例为中心的”的“3+2”助理全

科医师 临床综合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尹凤先；刘霞 

中国医刊 

2014(11):99-100 

3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基层培养高素质

的助理全科医师——助理全科医师培

养模式创新案例 

黄艳；线福华；赵丽

莉 

继续教育 

2014,28(7):18-19 

4 
北京市助理全科医师临床培训基地的

现状与思考 
陈静；王艳荣；柴涛 

卫生职业教育 

2014,32(19):135-136 

5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临床综合

课程》结业试卷评价及相关因素分析 

马秀华；张东海；黄

东明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15(2):213-216,217 

6 
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管理的

探索与实践 
黄艳；赵丽莉；李崭 

医学教育管理 

2015(2):123-125 

7 
“3+2”培训项目结业考核标准与模式

的研究 
赵丽莉；李崭；黄艳 

继续医学教育 

2015(11):4-5 

8 
在“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中开设临

床综合课程的探讨 

张东海；马秀华；黄

东明 

卫生职业教育 

2015(12):133-134 

9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临床综合

课程》首轮实施后的思考 

张东海；马秀华；黄

东明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5,14(8):837-840 

10 
3+2 助理全科医师导师制的初步实践

与探讨 

杨继敏；刘亚娟；李

爱阳 

中国病案 

2015,16(3):64-66 

11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系列课程教学内容

与教学方式评价 

杜娟；张丹丹；金光

辉 

卫生职业教育 

2015(19):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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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市“3+2”助理全科医师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康林；启迪；聂鹏 

继续医学教育 

2015,29(10):9-10 

13 
3+2助理全科医师临床技能培训探索

与实践 

宋超强；黄东明；张

立荣 

医学与社会 

2015,28(0):353 

14 

以“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为中心的 

3+2 助理全科 医师临床综合课程教学

模式探讨 

郝佳佳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15):133-135. 

15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中《临床综

合课程》结业试卷分析评价 

马秀华；张东海；徐

德颖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6,15(5):445-450 

16 全科医学“3+2”培养模式的相关探索 辛春茹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18）:138-140 

17 
全科医学“3+2”培养模式及实施中相

关问题的思考 
申林；郝佳佳；辛意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18):141-143 

18 
“3+2”助理全科医生针灸推拿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杨娜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20):123-125. 

19 
中医整体观在社区“3+2”助理全科医

师教学中的应用 
刘瑾玮；强锐；辛意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24):131-133. 

20 
“3+2”助理全科医师社区培养模式探

索 
马静敏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27):104-106. 

21 
信息资源服务在“3+2”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中的效果初探 
娄树静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28):115-117 

22 
护理实践教学在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中

的探索 
杨利娟；单楠；张阳 

医学信息 

2016,29(11):5-5 

23 
全科医师外科基本技能教学模式的研

究与探讨 
刘涛 

医学信息 

2016,29(z2):13-14 

24 
临床路径在“3+2”助理全科医师教学

中的应用 

麻秀丽；肖欢；马红

梅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4):31-32 

25 
骨科轮转方法在“3+2”全科助理医师

规范化培训作用调查 

徐九峰；张利辉；曹

国栋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5):6-7 

26 
“3+2”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学员结业考

核综合理论笔试试卷分析 

孙晨；路孝琴；刘艳

丽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8):8-9 

27 
回龙观社区“3+2”助理全科医师教学

实践基地教学实践方法与思考 
马静敏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10):1-2 

28 
妇科在社区“3+2”助理全科医生教学

中的现状及带教模式初探 
辛春茹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10):4-5 

29 
“3+2”助理全科医学培养模式中“医

护配合”实施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程凌云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11):4-5 

30 
问答式教学法在“3+2”助理全科医师

社区实践中的应用 

刘瑾玮；郝佳佳；辛

意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11):9-10,11 

31 
社区教学基地全科医生培养策略的探

讨 
徐振良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12):19-20 



 — 23 — 

32 
通过临床综合课程结业试卷分析不同

教学单位教学效果的差异 

张东海；马秀华；赵

留庄 

卫生职业教育 

2016,34(12):101-102,103 

33 
北京市实施“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 

《临床综合课程》3 年回顾 

张东海；马秀华；刚

君 

中华全科医学 

2017,15(12):2003-2007. 

34 
北京市“３+２”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效

果的定性研究 

孙晨；刘艳丽；路孝

琴 

中国全科医学 

2017,20(19):2393-2395. 

35 助理全科医师岗位胜任力特征分析 单楠；刘丽英；康林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2017,24(1):26-28. 

36 社区全科医师培养模式初探 程凌云 
继续医学教育 

2017,31(1):3-4. 

37 
“3+2”助理全科医师对普外科培训需

求的调查分析 

蔡振；桑畅野；郭晓

明 

继续医学教育 

2017,31(5):1-2. 

38 
联合教学模式对提升 3+2助理全科医

师中医临床能力的作用与探索 

吴宇；杨燕灵；任洪

芹 

中国医刊 

2017,52(4):110-112. 

39 
助理全科医师结业试卷分析一般常用

指标简介 

张东海；赵留庄；刚

君 

中国现代医生 

2017,55(2):125-127. 

40 
案例教学结合健康宣教在全科医生妇

产科临床教学中的探讨 

王贝；杜荷荣；闫璞

玲 

中国现代医生 

2017,55(2):136-138,145. 

41 

病例导入式“简要病例题干题”在助理

全科医师培训《临床综合课程》教学中

的应用 

张东海；刚君；赵留

庄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8,17(6):580-584. 

42 
工作量考核在“3+2”助理全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出科技能考核中的应用 
陈瑞霞；聂鹏；康林 

医学信息 

2018,31(5):31-32. 

43 
如何提高传染科“3+2”助理全科医师

的带教质量 
傅婷婷 

继续医学教育 

2018,32(5):1-2. 

44 
“3+2”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教

学管理方法探讨 
丁秋云 

卫生职业教育 

2018,36(23):139-140. 

45 
“3+2”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临

床综合课程》课程建设研究思路回顾 

马秀华；张东海；赵

留庄 

中国现代医生 

2018,56(4):130-132,138. 

46 
“3+2”培训项目结业实践技能考核结

果分析 
李崭，赵丽莉 

医学教育管理 

2018, 4（1）：24-28. 

47 
“3+2”助理全科医师培养模式下中医

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杨长明；郝磊；辛喜

艳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19(66):383. 

48 
德尔菲法在助理全科医师岗位胜任力 

指标体系构建中的应用 
张莉；单楠；马玲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19,33(6):12-14. 

49 
病例式微课+翻转课堂在 3+2 全科医

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石婧瑜；魏淑惠；闫

璞玲 

中国现代医生 

2019,57(8):146-150. 

50 
情景教学在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中的

应用效果观察 

王立新；杨丽；李富

军 

首都食品与医药 

2019,26(24):124. 

51 
临床路径在消化科助理全科医师培训

中应用 

宋进展；徐光耀；卢

琦 

继续医学教育 

2019,33(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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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心理

变化及应对思考 

宋进展；卢琦；徐光

耀 

继续医学教育 

2019,33(8):28-30. 

53 
编撰教学要点重点对临床综合课程教

学效果 同质化的促进作用 
王英；刚君；张东海 

中华全科医学 

2020,18(6):1021-1024. 

54 

病例导入式试卷在两届“3+2”助理全

科医师培训《临床综合课程》结业测试

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张东海；马秀华；赵

留庄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20,19(5):521-525. 

55 
临床教学基地“3+2”助理全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员管理效果的研究 
赵凤龙；康林；聂鹏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8):11-13 

56 
PBL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在肾内

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杨雪莲；马云伶；闫

颖 

继续医学教育 

2020,34(8):20-21. 

 

3. “5+3”全科医师培训教学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前三） 刊名,年,卷（期）:页码 

1 
以全科医师为主体的教学查房的形式和内

容的探讨 

宗晔；杨迅；赵海英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12,11(19):1595-1596 

2 
全科医学临床专业研究生带教体会 郝瑞瑞；姜春燕；田

瑛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13, 12(9):727-728 

3 
全科住院医师在普外科教学查房中的实践

与思考 

王红禄；许钧平；李

燕 

继续医学教育 

2013, 27(9):3-4 

4 
全科医师不同培养模式培训效果调查与分

析 

武琳；亓海萍；巫继

东 

中国健康教育 

2013, 29(5):428-430 

5 
北京市规范化培训全科医生工作情况调查 边立立；黄凯；李肖

肖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4,13(6):472-474 

6 
月坛社区全科医师培养模式介绍 孙艳格；丁静；杜雪

平 

中国全科医学 

2014, 17(7):807-809 

7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5+3”培养现状调

查及对策 

徐德颖；崔洁；路孝

琴 

继续医学教育 

2014, 28(10):69-72 

8 
全科医师临床能力的评价体系 陈丽芬；路孝琴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4,13(8):617-619 

9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与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的访谈研究 

丁静；刘希舜；申鹏

云 

中国全科医学 

2015, 18(34):4223-4225 

10 
全科——专科联合查房教学在全科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体会——以小儿肺炎为例 

杜雪平；刘颖；侯武

姿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5,15(87):5-6 

11 
三级综合教学医院培养全科医学研究生的

体会 

张乐辉；周玉杰；路

孝琴 

继续医学教育 

2015,29(7):36-37 

12 
全科医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双导师

制的思考 

刘利民 北京医学 

2015,37(7):703-704 

13 
国内外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评价现状 杨人灵；郭伟；姜悦 医学研究杂志 

2015,44(6):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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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浅谈全科医学研究生培养的体会 马清 中华高血压杂志 

2015,3（23）:362-363 

15 
浅谈 ICU 培训对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必要性 

王春梅；路孝琴；李

建新 

医学信息 

2015,28(45):363-364 

16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临床基地建设探讨 樊洁；贾建国；陈丽

芬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5,14(10):749-751 

17 
基层医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导师制”

与科室指导教师结合模式探索 

赵凤龙；聂鹏；康林 医学信息 

2016,29(8):229-230 

18 
基层医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体会 姚琦；赵凤龙；康林 医学信息 

2016,29(8):28-29 

19 
普外科教学门诊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中的实践研究 

王红禄；许钧平；于

海洋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7):11-13 

20 
探讨莱斯特评估套件在全科住院医师全科

思维培养中的作用 

姜悦；王晓岩；马力 中国现代医生 

2016,54(10):132-134 

21 
LAP评估法在全科医生社区培训中的应用

探讨 

李智莉；吴浩；葛彩

英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2(27):191-191,193 

22 
浅谈莱斯特评估套件在提高全科医师诊疗

能力上的应用 

赵翠敏 医学信息 

2017,30(18):7-8 

23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中软技能培训的思考 马力；姜悦；李娜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7,16(5):407-409 

24 
对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全科医学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几点思考 

丁新民；潘磊；王勇 中国医院 

2017,21(9):60-62 

25 
2017年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评估结果

分析 

吴苏伟；施榕；杜雪

平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18, 2(1):6-9. 

26 
2017年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层

实践基地教学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施榕；郭爱民；严春

泽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8, 17(4):255-259 

27 
探讨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规范建设 贾建国；樊洁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18,2(2):88-91,102 

28 
全科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况调

查 

崔洁；刘英杰路孝琴 医学教育管理 

2018,4(2):108-112 

29 
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应诊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探索 

王美荣；杜娟；刘英

杰 

医学教育管理 

2019,5(5):449-454 

30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院领导

负责制 SWOT分析 

常岩芹；张晶；王娜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9,36(7):534-536,560 

31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老年病学

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温亚辉；姜帆；曾玮 中国病案 

2019,20(4):84-86 

32 
依托智慧家医工作室的医联体内全科医生

岗位胜任力培训模式探讨 

袁雪姣；刘艳丽；马

力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0,4(4):320-324 

33 
疫情下对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思考与建议 

陈淑玲；吴苏伟；杜

雪平 

中国全科医学 

2020,23(28):3503-3507 

34 基于工作任务分析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 严春泽；王军霞；王 中国全科医学 



 — 26 — 

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19 年修订版）》

修订必要性研究 

权 2020,23(28):3508-3515 

35 
全科住院医师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规范化

培训问题与对策 

吴南楠；赵冬 基础医学与临床 

2020,40(4):589-592 

36 
循证医学教育模式在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的应用 

韩阳军 中国现代医生 

2020(36):1-3,7 

37 
浅谈思想政治教育对全科医学专业型研究

生培养的价值 

康晨瑜；刘婷婷；王

以新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20,12(18):73-76 

38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评估专家的

素质能力探析 

顾申红；张云波；郭

爱民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0,4(5):411-414 

39 
基于社区实践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信息

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孙艳格；季燕；严春

泽 

医学教育管理 

2020,6(z1):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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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科医学本科教学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前三） 刊名,年,卷（期）:页码 

1 角色扮演法在《全科医学概论》教学中的

应用 

杜娟；路孝琴；郭

爱民 

中华全科医学 

2012, 10(9)：1476-1477 

2 全科医学课程社区见习现状及需求调查 赵亚利；郭爱民；

杜娟 

继续医学教育 

2012，26(9):10-13 

3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全科医学知识及态度

调查 

王慧丽；赵亚利；

路孝琴 

中华全科医学 

2012, 10(12):1927-1929 

4 本科生全科临床实习效果评价 肖涛；尹朝霞；杜

雪平 

继续医学教育 

2015, 29(1):12-14 

5 医学本科生对全科医学社区见习内容和教

学的评价分析 

金光辉；赵岩；王

慧丽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5, 14(10):1052-1056 

6 基础阶段医学生《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教

学经验探讨 

刘小平；杜娟；赵

亚利 

继续医学教育 

2015, 29(12):49-51 

7 我国在校医学生全科医学教育的教学模式

研究 

王以新；廉京雷；

杨杰 

中国全科医学 

2016, 19(13):1552-1555 

8 国内外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社区实习现状 刘英杰；金光辉；

张丹丹 

继续医学教育 

2016, 30(7):41-42 

9 医学本科生开展全科医学通识教育培训模

式和方法的探索研究 

冯妍；杨继涛；王

以新 

继续医学教育 

2016, 30(11):26-28 

10 全科医学在线课程模式的评价 付玉静；魏红；王

宇 

医学与计算机应用 

2016, 29(35):44-46 

11 “案例为中心、问题为基础”的情景式教

学法在全科医学概论课程见习中的运用 

邵爽；杜娟；赵亚

利 

继续医学教育 

2016, 30(12):48-49 

12 我国部分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教育现况

分析 

马峥；黄亚芳；赵

亚利 

继续医学教育 

2017, 31(3):61-63 

13 临床医学本科生对全科医学社区实习评价

定性研究 

刘英杰；张丹丹；

李黎 

医学教育管理 

2017, 3(2):141-145 

14 案例教学法在全科医学教育中的组织与实

施 

田静 继续医学教育 

2017, 31(5):47-48 

15 PBL教学法在全科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陈洁；王延峰；寇

毅 

继续医学教育 

2019, 33(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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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 EBM为导向的 PBL教学在本科全科医学

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黄亚芳；杜娟 继续医学教育 

2019，33(3):34-36 

17 社区师资对临床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社区

实习评价研究 

徐筱婧媛；刘英杰；

姜爱凤 

中华全科医学 

2019, 17(7)：1167-1170 

18 全科医学概论课程中实施 CBD教学法的效

果研究 

白雪霏；赵亚利；

杜娟 

继续医学教育 

2019, 33(9):28-30 

19 国内外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社区实习教学

内容比较研究 

陈小垒；王美荣；

徐筱婧媛 

医学教育管理 

2019, 5(5):474-478 

20 以形成性评价为导向的综合评价在全科医

学教学中的应用 

陈小垒；邵爽；徐

筱婧媛 

继续医学教育 

2019, 33(11):10-13 

21 情景模拟式教学在《全科医学概论》中的

应用 

邵爽；王美荣；徐

筱婧媛 

继续医学教育 

2020, 34(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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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科医学继续教育教学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前三） 刊名,年,卷（期）:页码 

1 
北京市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学员状况及培训

需求调查 
吴涛；黄亚芳；陈锐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12,33(2):246-250 

2 
城市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调查：

选题小组访谈. 
赵亚利；曹硕；吴涛 

中华全科医学 

2013,11(12):1966-1967 

3 
城市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调查：

个人深入访谈 
赵亚利；吴涛；陈锐 

中华全科医学 

2014,12(01):134-136. 

4 
城市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调查：

专题小组访谈 
王波；陈锐；吴涛 

中华全科医学 

2014,12(02):290-292. 

5 
专科-全科联合教学查房模式应用于全科

医师培养的效果分析 

王海青；赵春燕；郑

志红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4,13(3):179-183. 

6 
多学科联合查房有助于提高全科医师临床

能力 

梁艳虹；薛磊；牛红

育 

中国病案 

2016,17(4):84-87. 

7 
社区人培养社区人的继续医学教育模式探

索 
姜岳；孙滨；王辉季 

人力资源管理 

2016(01):58-59. 

8 
社区卫生机构联合教学查房 

应关注的细节 

尹朝霞；晋晓敏；张

亚楠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6,15(6):486-487 

9 
不同的教学方法应用于全科医学继续教育

中的实践与思考 

李亚冬；王以新；蔡

瑾 

继续医学教育 

2017,31(8):9-11. 

10 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开展形式及应用 
季燕；严春泽；孙艳

格 

中国全科医学, 

2021,24(1):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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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科医学师资培训教学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前三） 刊名,年,卷（期）:页 

1 全科医师骨干培训质量管理的探讨 袁素娴；刘力戈；郑

志红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12,11(04):43-45 

2 关于设定规范化全科医生培训基地临床师资遴

选标准的研究与建议 

王宇；谢苗荣；刘力

戈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 

2012,11(19):1596-1597 

3 加强师资培训，促进全科基地师资队伍建设 郭翠萍；刘力戈；刘

晓霞 

医学信息 

2013,26（8）:17-18 

4 社区医院师资培训的实践与探索 房芳；李宇；佟秋红 继续医学教育 

2015,29(5):5-6 

5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培训需求的定性

研究 

路孝琴；金光辉；刘

艳丽 

继续医学教育 

2015,29(12):28-29 

6 我国全科医学师资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队伍建

设对策研究 

路孝琴；刘艳丽；孙

晨 

继续医学教育 

2016,30(3):1-2 

7 “3+2”培训项目带教师资的现状与思考 李崭；黄艳；赵丽莉 医学教育管理 

2016,2(6):791-794 

8 综合医院全科医学师资队伍建设探索 李娜；马力；方红娟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16,32(9):678-681 

9 国内外全科医学师资建设研究 刘彦玲；谢苗荣；陈

建军 

中国全科医学 

2017,20(4):388-393 

10 北京市西城区全科医生参加全科医学师资培训

的现状调查 

王春源；李肖肖；杜

雪平 

中国全科医学 

2017,20(22):2777-2782 

11 “5＋3”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师资培养实践

与探索 

朱庆双；贾建国；樊

洁 

医学教育管理 

2019,5(3):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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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2-2021年全科医学学科教师主编副主编全科医学教材（23部） 

序

号 
教材名称 对象 主编 副主编 

出版

年份 
出版社 ISBN 

1 全科医学概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十三五规划教

材” 

于晓松 

路孝琴 
 2018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66833 

2 
全科医学基本理

论教程 

助理全科医生规范

化培训教材 

路孝琴 

杜  娟 
 2019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79956 

3 临床实践指导 
助理全科医生规范

化培训教材 
李爱阳  2020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98612 

4 

全科医生规范化

培训-师资培训手

册 

卫生部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规划教材 

贾建国 

谢苗荣 
 2013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170116 

5 全科医学 
卫生部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规划教材 

梁万年 

路孝琴 
 2013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170307 

6 
全科医生基层实

践 

卫生部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规划教材 

杜雪平 

席  彪 
 2013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166713 

7 
全科医生科研方

法 

卫生部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规划教材 

施  榕 

郭爱民 
 2013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169479 

8 
全科医生临床操

作技能训练 

卫生部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规划教材 

刘凤奎 

王  仲 
 2013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170314 

9 
全科医学案例解

析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杜雪平 

王永利 
 2018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50290 

10 全科医学（第 2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梁万年 

路孝琴 
 2018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58944 

11 
全科医学基层实

践（第 2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杜雪平 

席  彪 
 2017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53161 

12 
全科医生科研方

法（第 2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施  榕 

郭爱民 
 2017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4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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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科医生临床操

作技能训练（第 2

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于晓松 

王  晨 
 2017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49584 

14 

全科医学师资培

训指导用书（第 2

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贾建国 

谢苗荣 
 2017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50375 

15 
全科医生手册（第

2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方力争 

贾建国 
 2017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48273 

16 
全科医生练习题

集（第 2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全科医生

培训“十三五”规

划教材 

 王以新 2017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17248600 

17 社区预防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培训

“十三五”规划教

材 

于晓松 

路孝琴 

董建琴 

杜  娟 
2019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71400 

18 
社区常见健康问

题处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培训

“十三五”规划教

材 

 孙艳格 2018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63702 

19 
社区重症识别与

紧急处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培训

“十三五”规划教

材 

贾建国 

郭  媛 

王永晨 

 2018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65935 

20 
社区康复适宜技

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培训

“十三五”规划教

材 

 胡海鹰 2019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69735 

21 
社区卫生信息化

应用与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培训

“十三五”规划教

材 

方力争 

王  晨 

吴  浩 

 2018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63719 

22 
常见慢性疾病社

区临床路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培训

“十三五”规划教

材 

梁万年 

杜雪平 

曾学军 

武  琳 

王杰萍 
2019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71394 

23 
基层实践基地教

学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培训

“十三五”规划教

材 

郭爱民 

施  榕 

李东霞 

丁  静 

严春泽 
2018 

人民卫

生出版

社 

978711726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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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果在校外分享和推广情况 

1. 创建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做法和创建思维 入选国家典型案例 

本项目创建的“三位一体”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入选 2020 年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组织编写的《全科医

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改革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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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方案，推广全国培训标准 

2012年接受原国家卫生部科教司委托，首医教学团队组织编写了农村地区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方案，后经

论证成为国家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和细则，在研制过程中锻炼的教师在全国性的师资培训会议中解

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和设计思路，积极推动各省培训基地对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标准和设计思路的全

面理解，做好本省的全科医生培养工作，同时使所制定的培训标准在全国广泛正确使用。 

 

 

 

 

 

 

 

 

 

 

 

 

 

 

 

 

 

助理全科医生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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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造了一批优秀师资辐射示范作用明显 

通过学院对师资的分类培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全科医学临床和社区师资，如：方庄社区教研室的葛彩

英副教授、月坛社区教研室的丁静副教授、复兴临床教研室的王杰萍副教授、天坛临床教研室的马力副教授、

朝阳临床教研室的王晓娟副教授等，不仅在北京市的全科医学人才培训中承担教学，而且还在全国全科医学

师资培训担任培训者，辐射示范作用明显。同时这些师资还发挥了对西部地区帮扶作用，2020年马力、王杰

萍、王晓娟等副教授所在团队分别对贵州、宁夏 11家全科住培基地共开展了持续教学帮扶，提升了当地的师

资带教水平。 

 

 

 

 

 

 

 

 

 

 

 

 

 

 

 

4.人才培养质量过硬扎根全科医生岗位 

 

北京-贵州全科规培学员沙龙 

 

北京-贵州全科规培学员沙龙 

 

 

全科医学规培师资培训 

 



 — 36 — 

4.人才培养质量过硬扎根全科医生岗位 

学院培养的 180 名全科医学毕业生，100%通过执业医师考试，100%通过规范化培训考试，100%取得了学

位，超过 70%在全科医生岗位工作；为首都农村地区培养了“留得住用得上”的“3+2”助理全科医师，累计

960名完成培训，执业助理医师通过率超过 90%（92.4%），99%获得本科学历，100%回到乡镇卫生院工作。 

 

 

 

2017级全科研究生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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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改革成果丰硕，学科教师多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展示和交流 

从 2012 年至今，学院全科医学教师队伍共编主编写各层次（本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教材 23部；发表教学论文 142篇；承担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61项，其中市级及以上教

学研究类项目 23项。成果申报团队路孝琴教授、杜娟教授分别在中华医学会全科分会学术年会、中国医师协

会全科分会学术年会上分别就全科专业学位研究培养以及全科导师队伍建设在会议中做交流，得到同行的高

度认可。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学术年会大会发言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分会第七届全科医

生培训高峰论坛    

 

全科医学教材建设 

 

全科医学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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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地区/院校的全科医学同行来校交流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经验，下图展示的是

部分院校同道来校交流的情况。 

                                                                         

                                                                       

                                                                     

 

 

 

 

 

 

 

 

 

 

 

 

 

 

 

 

 

 

2013 年深圳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到访 

 

2014 南京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来访 

 

2015 河北全科医学师资骨干培训 

 

2015 宁夏全科医学人才培养项目 

 

 

 

2017 澳门全科医学同仁来访 

 

2018 湖北医药学院到我院访问交流 

 

2018 京蒙医疗人才培养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