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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人物

医学教育专家孙宝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职业素质
是医学教育脊梁”
文/图 本报记者 曾现金

20日，我国知名医学教育专家、中国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孙

宝志教授应邀出席济宁医学院新校区启用庆典仪式，并在随

后举行的高等教育高层论坛上作了专题演讲。论坛结束后，

本报记者就如何培养一名合格的医学生专访了孙宝志。

齐鲁晚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教学过

程中，中美医学教育有哪些差异？

孙宝志(以下简称孙)：1999年，我曾在

中国医科大学做过一次实验，邀请100名基

础学科教师和100名临床学科教师在一起
交流。在两天的交流活动中，让很多教师大

为感慨。以肝脏分段法为例，基础学科教师

仍在沿用五段法，而临床学科教师已经使

用八段法，五段法早在10年前就淘汰了。

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分开，这只是目

前医学教育中的一个方面。一个肝脏有两

种分段，学生学习过程中也难免迷惑。美国

医学生的教育模式是，第一年学习基础学
科；第二年临床实习；第三年和第四年，教

师将课堂搬进大学的附属医院，学生在病

房内实习和学习，不再上理论课。

美国的医学类院校培养目标比较明确，有

的培养医学科学家、有的培养医学学科带头人、

有的全部培养社区医生，而国内的医学类院校

统一模式、统一标准，培养目标不是很明确。

记：美国医学生在毕业时要进行标准化病
人考试，您刚才说中国的医学生很难通过这个
考试，这反映了中国医学生哪方面的缺陷？

孙：国内五年制的临床医学生，大四时开

始见习，大五时开始实习。同时考研备考时间

恰好和临床实习时间重叠，准备考研的学生

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备考，而忽视临床实习，这

就直接影响了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目前医学类院校普遍重视医学专业技

能培训，而忽视学生人文素质以及职业素

质等培养。我认为，职业素质(职业价值行

为和精神)是医学教育的脊梁。具备良好的

职业素质才是合格的医学生。目前很多高

校将人文素养培养列入课程体系，但是没

有考核标准，很难对学生进行考核。

记：国内高校已连续10多年扩招，2008

年全国医学生比1998年翻了三倍多，您认

为扩招给目前的医学教育带来哪些不足？

孙：高校扩招并不一定适用于医学类专

业，我认为应该适当限制医学生的招生人数。

医学类院校的内涵、教学改革等其他

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我认为，医学类院

校应该加大投入，有条件的学校要参加医
学教育认证，提升学校的内涵建设。

记：不少医学生满怀热情到基层医疗
机构就业，但是基层医疗机构很难留住他

们，为什么？

孙：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都能落实他们

的事业编制，但是仅从待遇和身份上很难

留住医学生。尽管目前各地政府都在加大

基层医疗机构的资金投入，但是基层医疗

机构的基础设施、医疗技术等仍然相对单

一，很多医学生感到在基层医疗机构无用

武之地，不少人陆续离开基层医疗机构。

今年6月初，卫生部、人保部等部门发布《关

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实

施意见》。入学前，他们与培养学校和当地县级卫
生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就业协议，承诺毕业后到

有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6年。在校学习期
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格人物资料
孙宝志：中国医科大学原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教育科学研究会
理事长、博士生导师。曾出版高等教育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教
材《临床医学导论》一、二、三版，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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