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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我院在棾年内为实现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棳在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进行了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实践性探索暎实践证明棳暟四证书暠培养模式较好地解

决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临床能力训练时间不足的问题棳实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暟早临床暍多临床暍反复临床暍以临床实践训练为中心暠的培养目标棳是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成功的探索和尝试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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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随 着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工 作 的 深

入 开 展 棳国 内 教 育 工 作 者 为 更 好 地 开 展 此 项 工 作 做

了 大 量 的 调 查 暍论 证 工 作 棳领 域 涉 及 招 生 暍培 养 暍学

位 暍导 师 队 伍 建 设 暍考 试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等 诸 多 方

面 椲棻灢棾椵暎 近 期 棳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 等 椃 部 门 也 联 合 下

发 了 暥关 于 建 立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制 度 的 指 导 意

见 暦棬国 卫 科 教 发 椲棽棸棻棾椵椀椂 号 棭文 件 棳再 次 强 调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与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并 轨 的

培 养 模 式 暎 目 前 各 省 培 养 模 式 各 异 棳各 医 学 院 校 也

都 在 摸 索 中 前 行 暎 我 校 自 棽棸棻棽 年 开 始 招 收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棳我 们 用 棾 年 的 时 间 对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暟四 证 书 暠培 养 模 式 进 行

了 初 步 探 索 暎 报 道 如 下 暎

棻暋暟四证书暠培养模式的含义

暟四 证 书 暠是 指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经 过 棾暙棿 年 的 培 养 棳在 毕 业 时 可 以 同 时 获 得 棿 个

证 书 棳即 毕 业 证 暍学 位 证 暍执 业 医 师 资 格 证 和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第 一 阶 段 合 格 证 暎 其 特 点 是 把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的 学 位 教 育 与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的 过

程 有 机 结 合 棳实 现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过 程 中 暟早

临 床 暍多 临 床 暍反 复 临 床 暍以 临 床 实 践 训 练 为 中 心 暠

的 培 养 思 想 暎 通 过 暟并 轨 暠培 养 棳实 现 研 究 生 教 育 与

职 业 资 格 的 有 机 衔 接 棳其 目 的 是 通 过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过 程 棳以 培 养 暟会 看 病 暠的 医 生 为 培 养 目 标 棳

提 升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的 临 床 医 疗 能 力 暎

棽暋暟四证书暠培养模式的实施内容

暟四 证 书 暠培 养 模 式 的 重 点 和 难 点 是 研 究 生 如

椀棿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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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在 棾棾 个 月 的 时 间 内 既 完 成 学 位 课 程 和 论 文 写

作 棳又 完 成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规 定 的 内 容 暎 时 间

冲 突 是 完 成 培 养 方 案 最 大 的 约 束 暎 为 此 棳我 校 采 取

三 段 式 培 养 的 方 法 棳即 把 棾棾 个 月 分 为 棾 个 阶 段 棬棾

暶棻椄暶棻棽棭暎

研 究 生 入 学 后 棳首 先 完 成 棾 个 月 公 共 课 程 和 基

础 理 论 课 程 的 集 中 学 习 棳上 课 时 间 是 周 一 至 周 四 棳

周 五 至 周 日 在 导 师 所 在 科 室 轮 转 暎 研 究 生 课 程 设

置 包 括 公 共 学 位 课 暍专 业 基 础 课 暍选 修 课 和 专 业 课 暎

培 养 过 程 实 行 学 分 制 棳要 求 总 学 分 不 少 于 棾椂 学 分

棬含 必 修 课 程 棽棽 学 分 暍临 床 能 力 训 练 椂 学 分 暍教 学

实 践 棿 学 分 及 学 术 活 动 棿 分 棭暎

公 共 学 位 课 暍专 业 基 础 课 暍部 分 选 修 课 由 学 校

研 究 生 处 统 一 组 织 授 课 并 考 试 暎 专 业 限 选 课 暍专 业

课 和 专 业 英 语 由 各 附 属 医 院 研 究 生 教 育 管 理 部 门

组 织 各 相 关 科 室 实 施 暎

进 入 临 床 阶 段 后 棳由 各 附 属 医 院 组 织 不 少 于 棻

周 的 岗 前 培 训 暎 培 训 内 容 涉 及 临 床 实 践 过 程 中 将

要 面 临 的 各 个 重 要 环 节 棳主 要 包 括 岗 位 职 责 暍医 疗

规 范 暍电 子 病 历 暍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公 共 科 目 的

学 习 与 考 核 暍临 床 技 能 基 本 操 作 培 训 与 考 核 等 暎

随 后 棳完 成 棻椄 个 月 的 临 床 轮 转 训 练 棬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内 容 棭暎 临 床 能 力 训 练 由 各 附 属 医 院 研

究 生 教 育 管 理 部 门 统 一 管 理 棳按 照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要 求 棳安 排 研 究 生 临 床 轮 转 和 出 科 考 核 时 间

表 棳各 轮 转 科 室 成 立 由 棾暙椀 名 主 治 医 师 及 以 上 人

员 组 成 的 临 床 轮 转 带 教 小 组 棳组 长 由 科 室 主 任 担

任 棳负 责 本 科 室 研 究 生 的 轮 转 训 练 和 出 科 考 核 暎 最

后 棳进 入 本 专 业 科 室 进 行 棻棽 个 月 专 业 技 能 培 训 棬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内 容 棭及 专 业 课 程 学 习 棳同 时 进

行 科 研 能 力 训 练 棳完 成 学 位 论 文 暎

棾暋暟四证书暠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特色

通 过 暟四 证 书 暠培 养 模 式 棳我 校 对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进 行 了 如 下 探 索 椇棻棭强 化 理

论 与 实 践 相 结 合 棳突 出 以 临 床 能 力 训 练 为 主 椈严 格

按 照 棾棾 个 月 临 床 轮 转 不 间 断 棳提 高 学 生 临 床 实 践

能 力 暎棽棭强 调 医 患 零 距 离 棳加 强 爱 心 教 育 暍医 德 教

育 椈以 培 养 暟有 爱 心 暠的 医 生 为 目 标 棳开 设 暥让 爱 为 生

命 护 航 暦系 列 课 程 椲椀灢椂椵暎棾棭改 革 考 核 模 式 棳以 考 查 临

床 综 合 能 力 为 内 容 棳制 定 一 系 列 临 床 能 力 考 核 细

则 棳采 用 主 观 考 试 和 客 观 考 试 相 结 合 暍定 性 与 定 量

相 结 合 的 评 价 方 法 椈在 出 科 考 核 和 毕 业 考 核 中 进 行

斖旈旑旈灢斆斉斬 考 试 和 斚斢斆斉 考 试 暎棿棭开 创 性 地 采 用

导 师 个 人 指 导 与 临 床 科 室 集 体 指 导 相 结 合 的 暟复 合

导 师 制 暠棳取 得 了 良 好 的 培 养 效 果 椲棿椵暎椀棭用 医 案 整

理 及 答 辩 代 替 传 统 的 论 文 答 辩 方 式 棳改 变 传 统 的

暟一 个 课 题 暍一 篇 论 文 暠的 研 究 生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椈放

弃 实 验 室 研 究 棳以 临 床 实 践 研 究 暍临 床 经 验 研 究 为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棳传 承 了 医 学 的 实 践 研 究 暍经 验 研 究

的 传 统 暎 第 一 棳把 暟医 德 暠教 育 和 暟爱 心 暠教 育 融 入 教

育 教 学 和 临 床 实 践 棳培 养 暟有 爱 心 暍会 看 病 暠的 医 生 椈

第 二 棳把 学 位 培 养 与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养 相 结 合 棳

在 毕 业 时 获 得 四 证 书 棳即 毕 业 证 暍学 位 证 暍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第 一 阶 段 合 格 证 和 执 业 医 师 资 格 证 暎

棿暋暟四证书暠培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棿棶棻暋师资队伍的暟规培暠理念及带教水平有待提高

我 校 棽棸棻棽 年 开 始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棳并 实 施 了 学 位 培 养 与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并 轨 全 新 培 养 模 式 棳这 对 于 许 多 导 师 及 临 床 带 教

教 师 都 是 一 个 新 事 物 棳接 受 需 要 一 个 过 程 暎 在 培 养

过 程 中 棳我 们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暟科 学 学 位 暠培 养 的 影

子 暎 同 时 棳由 于 带 教 时 间 短 棳对 于 暟规 培 暠的 流 程 棳一

些 带 教 教 师 不 够 熟 悉 棳暟规 培 暠的 内 容 了 解 尚 不 全

面 棳进 而 影 响 了 带 教 质 量 暎

棿棶棽暋学位培养与暟规培暠培养的时间冲突

棽棸棻棿 年 椂 月 棳暥教 育 部 等 六 部 门 关 于 医 教 协 同

深 化 临 床 医 学 人 才 培 养 改 革 的 意 见 棬教 研 椲棽棸棻棿椵棽

号 棭暦指 出 椇暟棽棸棻椀 年 起 棳所 有 新 招 收 的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棳同 时 也 是 参 加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的 住 院 医 师 棳其 临 床 培 养 按 照 国 家 统 一 制 定 的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要 求 进 行 暎暠教 育 部 提 出 暟并

轨 暠培 养 的 初 衷 棳是 要 提 高 医 学 生 的 临 床 实 际 工 作

水 平 棳即 提 高 暟看 病 暠能 力 棳这 个 初 衷 是 好 的 棳但 在 实

施 过 程 中 遇 到 了 困 难 棳最 大 的 困 难 就 是 培 养 时 间 不

够 暎

暟并 轨 暠培 养 棳实 际 是 将 学 位 培 养 和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养 合 二 为 一 暎 但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学 位 培 养 时

间 要 求 棾 年 棳规 培 时 间 也 是 棾 年 棳把 学 位 教 育 和 规

培 教 育 本 应 椂 年 完 成 的 教 育 项 目 用 棾 年 完 成 棳这 是

一 个 相 当 困 难 的 培 养 过 程 暎 我 校 目 前 采 取 的 三 段

式 培 养 的 方 法 棬棾暶棻椄暶棻棽棭棳主 要 以 学 位 教 育 为 中

心 棳以 规 范 化 培 养 为 抓 手 棳在 学 位 教 育 中 解 决 研 究

生 临 床 实 践 不 足 暍动 手 能 力 弱 的 问 题 暎

棿棶棾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考核与督导体系有

待完善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棳规 培 轮

椂棿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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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科 室 临 床 技 能 的 训 练 是 关 键 因 素 暎 结 合 我 校

棽棸棻棽暍棽棸棻棾暍棽棸棻棿 级 研 究 生 临 床 实 践 暍考 核 情 况 棳

对 照 国 家 卫 计 委 暥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内 容 与 标 准

棬试 行 棭暦棳我 们 认 为 进 一 步 规 范 规 培 医 院 的 考 核 体

系 暍质 量 监 控 体 系 及 督 导 体 系 势 在 必 行 暎

椀暋对暟四证书暠培养过程的思考与建议

椀棶棻暋强化暟规培暠理念棳不断提高带教教师业务水

平

通 过 暟走 出 去 暠参 观 学 习 暍交 流 培 训 及 暟请 进 来 暠

现 场 指 导 暍专 家 讲 座 等 形 式 棳强 化 带 教 教 师 的 暟规

培 暠理 念 棳正 确 区 分 暟科 学 学 位 暠与 暟专 业 学 位 暠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棳准 确 领 会 暟四 证 书 暠暍暟并 轨 培 养 暠的 内 涵 棳

让 暟规 培 暠理 念 融 入 每 一 位 指 导 教 师 的 带 教 工 作 中 暎

通 过 学 习 培 训 暍开 展 业 务 竞 赛 等 形 式 棳不 断 提 高 暟规

培 暠带 教 教 师 的 业 务 能 力 棳打 造 一 支 业 务 精 湛 的 暟规

培 暠师 资 队 伍 是 提 升 规 培 教 育 质 量 的 根 本 保 证 暎

椀棶棽暋优化学位课程棳切实保障暟规培暠临床轮训时

间

为 保 证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重 点 进

行 临 床 能 力 训 练 所 必 须 的 时 间 棳我 校 将 进 一 步 优 化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方 案 棳科 学 设 置 专 业 基 础 和 专

业 课 程 棳适 当 压 缩 学 位 课 程 的 门 数 和 学 时 棳合 理 增

加 与 临 床 相 关 的 学 术 讲 座 次 数 暎 在 授 课 模 式 上 棳借

鉴 北 京 暍上 海 暍重 庆 暍南 京 等 棬省 市 棭兄 弟 院 校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的 成 功 经 验 棳从 棽棸棻椀 级 开 始 棳椃 月 份

研 究 生 直 接 进 入 各 附 属 医 院 进 行 临 床 轮 转 棳利 用 晚

上 或 周 末 时 间 对 研 究 生 进 行 公 共 课 和 专 业 基 础 课

的 授 课 棳从 时 间 上 保 证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早 临 床 暍多

临 床 暍不 脱 离 临 床 棳切 实 保 证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临 床

实 践 能 力 的 培 养 暎

椀棶棾暋不断加强对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

的考核与监督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考 核 分 为 培 训 过 程 考 核

和 培 训 结 业 考 核 棳以 培 训 过 程 考 核 为 重 点 棳为 保 证

我 校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临 床 培 训 质 量 棳我 们 不 断 完 善

考 核 标 准 及 培 训 质 控 体 系 暎 具 体 做 法 是 椇棻棭严 控 轮

转 科 室 出 科 考 核 环 节 暎 细 化 暍量 化 考 核 指 标 棳建 立

完 善 的 考 核 体 系 棳加 大 对 规 范 临 床 操 作 技 能 和 独 立

处 理 该 科 室 常 见 疾 病 水 平 的 考 核 暎 对 于 出 科 考 核

不 合 格 的 研 究 生 延 长 轮 转 学 习 时 间 棳直 至 出 科 考 核

合 格 棳使 出 科 考 核 成 为 提 高 研 究 生 教 学 质 量 的 重 要

抓 手 椈制 定 相 应 的 奖 惩 制 度 棳加 强 对 指 导 教 师 的 带

教 考 核 暎棽棭进 一 步 完 善 研 究 生 培 养 质 量 监 控 保 障

体 系 暎 坚 持 和 完 善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质 量 标 准 暍评 价 体 系 和 评 估 制 度 棳遵 循 高 层

次 应 用 型 人 才 培 养 规 律 棳针 对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的 特

点 棳科 学 评 价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质 量 棳完 善 内 部 评 估 暍机

构 评 估 暍社 会 评 价 相 结 合 的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评 估 体

系 暎棾棭加 强 对 各 附 属 医 院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指 导 棳制 定 我 校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定 期 评 估 制 度

和 方 案 棳定 期 评 估 暍研 讨 与 交 流 经 验 棳督 促 各 专 业 学

位 培 养 单 位 完 善 相 关 制 度 与 机 制 棳严 格 对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的 管 理 暍考 核 暍校 内 评 估 棳切 实 保 障 并 不 断 提

高 专 业 学 位 硕 士 研 究 生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暎

椂暋结束语

经 过 棾 年 对 临 床 医 学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探 索 棳我 们 体 会 棳重 视 临 床 能 力 的 培 养 是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与 科 学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的 重 要 区 别 棳也

是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的 生 命 线 暎暟四 证 书 暠培 养

模 式 较 好 地 解 决 了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过 程 中 临

床 能 力 训 练 时 间 不 足 的 问 题 暎 实 现 了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过 程 中 暟早 临 床 暍多 临 床 暍反 复 临 床 暍以 临

床 实 践 训 练 为 中 心 暠的 培 养 目 标 棳是 对 临 床 医 学 研

究 生 培 养 模 式 的 一 种 很 好 的 探 索 和 尝 试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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