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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基地相关标准简介

《普通高等医学院
校临床教学基地管
理暂行规定》（教高

[1992]8号）

规范临床教学管理
基地的建设

2008

《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认定标准
（试行）》

规范规培基地教学
管理的建设

1992

《本科医学教育标
准—临床医学专业
（试行）》

对临床医学专业教
育工作的基本方面
提出最基本要求

《中国本科医学教
育标准—临床医学
专业（2016年版）》

制定教育计划和规
范教学管理的依据

《国家临床教学培
训示范中心建设指
南》

更高的要求—示范
中心的建设标准

2017

2018

2018

院校教育 毕业后教育 继续医学教育



《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教高[1992]8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附属医院

第三章 教学医院

第四章 实习医院

第五章 管理

第六章 三类医院的审定认可

第七章 附则

7章 33条

三类基地

管理要求

审定认可

➢ 我国临床教学基地走上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 针对院校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的标准

➢ 随后全国各地开展教学基地评审工作

➢ 包含以下方面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标准

临床教学基地相关标准简介

环境资源

师资队伍

组织架构

……医疗能力

床位设置

教学任务

临床教学
基地相关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医学教育办学标准

1. 宗旨与结果

2. 教育计划

3. 学业成绩考核

4. 学生

5. 教师

6. 教育资源

7. 教育评价

8. 科学研究

9. 管理与行政

10. 持续改进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版）》

➢ 反映医学教育的国际趋势、国内现状和社会期待

➢ 医学院校制定教育计划和规范教学管理的依据

➢ 针对本科教育阶段、医学院校的标准

➢ 包含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标准

133条基本标准

80条发展标准

92条注释

教育资源

教师

……教育评价

管理与行政

临床教学基地相关标准简介

临床教学
基地相关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

基地认定标准

（试行）

总则

基地设置

培训基地 专业基地 协同单位

培训基地

条件

基本条件
培训

设施设备

培训

管理制度

培训

支撑保障

专业基地

条件

基本条件 师资队伍 教学活动
专业基地与协

同单位的关系

考评与

反馈

细则

34个基地

1个总则：4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
34个细则
针对毕业后教育、基地的标准

临床教学基地相关标准简介



《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建设指南》（2018年）

高校附属医院——示范中心

1. 医院基本条件

2. 教学宗旨及发展战略

3. 教学组织构架及管理

4. 教学资源

5. 培养计划与实施方案

6. 师资队伍

7.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8. 人才培养质量

9. 教学国内外影响力

9个方面

44项基本要求

7项发展要求

➢ 高等医学院校的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较高目标

➢ 示范、辐射作用

➢ 针对院校、毕业后和继续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的标准

➢ 包含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较高要求

临床教学基地相关标准简介

教学资源

师资队伍

……
质量保障

体系

组织构架及

管理 临床教学
基地相关



现代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指导思想

领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国家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研究学习国家部委系列文件，
作为基地建设的重要依据

领会精神

临床教学基地建设应达到规范要求，
同时要有更高标准的发展空间，
引导临床教学基地个性化、特色化、
可持续发展

特色发展

立德树人、德育为先、“以本为本，
四个回归”、“大健康”、医教协
同育人、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标准
化规范化、合作共赢等理念等融入
基地建设内涵

思想引领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岗位
胜任力导向， 根据不同层次、类型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不同
类型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内涵要求

目标导向

思想引领

目标导向

特色发展

临床教学基地的标准，应随着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理念、教育技术和教育方法等不断发展而变化



临床教学基地核心标准

环境资源

管理构架

师资建设

基地建设
核心内容

1

2

3



基于指导思想、核心标准指导下的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经验分享

➢ 环境资源

➢ 管理构架

➢ 师资建设



环境资源

管理构架

师资建设

基地建设
核心内容

1

2

3

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经验分享

① 空间与设施

② 信息技术服务

③ 医疗资源



环境资源

✓ 附属医院按每名学生8-10平方米核算教学用建筑面积（《1992年规定》第五章 管理）

✓ 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认证标准》6.2基础设施）

✓ 医院设有能够满足教学需求的教室、病区教学示教室、电教室、医学模拟中心、图书馆等（《示范中心指南》4.教学资源）

✓ 为学生提供进行临床模拟训练的场所和设备（《认证标准》6.2基础设施）

✓ 医学模拟中心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示范中心指南》4.教学资源）

✓ 临床能力训练中心应具备满足教学培训需要的空间面积和设备设施（《规培基地标准》二、培训基地条件）

标准要求——教学空间与设施

《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教高[1992]8号）——以下简称《1992年规定》

《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版）》——以下简称《认证标准》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规培基地标准》

《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建设指南》——以下简称《示范中心指南》

基本教学空间和设施

临床模拟训练中心

教室、示教室、电教室、实验室、图书馆、

模拟中心、宿舍、食堂、文体活动室等



1.外科技能实验室

2.化诊实验室

贴近临床场景
外科基本技能操作
动物实验操作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下的临床检验学习

开架；无线上网
总藏书7万余册
电子期刊25198种
210个数据库
检索、查新等服务

3.图书馆

4.录播教室

阶梯式录播教室
良好教学视听环境
拉近师生距离

多功能病房示教室
便于床旁学习讨论

5.示教室

6.电教室

全天开放：自学、
评估、考试、培
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学空间与设施建设 环境资源



好的模拟中心指标：

1. 清晰的目标，环境建设服务于目标

2. 保证使用率，平台处室，服务各类人员

3. 覆盖医学教育的全程

4. 与传统课程整合，构建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体系

5. 注重能力的培养与职业精神的培养

6. 注重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结合

7. 开展教学研究

医学模拟中心建设标准

1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 参照SSH标准建设，2014年成为国内首家通过SSH认证的机构

• 目标：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提升临床能力，促进医疗安全，提高医疗质量

• 功能：教学、评估、研究

• 服务全院，年培训2,000人；45,000人学时

• 70门课程，覆盖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医学教育

• 课程与传统培训体系整合，建立培训、考核、认证体系

环境资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学空间与设施建设



环境资源

✓ 拥有足够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支持服务系统（《认证标准》6.2信息技术服务）

✓ 确保现代信息技术与资源能有效地服务于教学（《认证标准》6.2信息技术服务）

✓ 医院的教学信息化程度高，可满足现代医学教育的需求（《示范中心指南》4.教学资源）

标准要求——信息技术服务

教育教学资源

现代化教学管理

全院无线网络覆盖

数字化学习平台；教学管理系统



4.教学评估系统
➢ 师生双向
➢ 覆盖全程

5.教学绩效管理系统
➢ 全部教学工作
➢ 导师工作量评价

1.助学助教系统
➢ 自主学习
➢ 考试考核

2.网络考试系统
➢ 理论考试
➢ OSCE

3.远程学习系统
➢ 课程重现
➢ 师生共用

6.排课管理系统
➢ 理论课程
➢ 见习/实习

教学信息化：无线网络覆盖，免费开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信息技术建设 环境资源



环境资源

✓ 综合性附属医院应有500张以上病床，其中内、外、妇、儿病床要占病床总数的70%以上（《1992年规定》 第二章 附属医院）

✓ 附属医院病床总数应不低于在校学生人数与病床数1:0.5的比例（《 1992年规定》第二章 附属医院）

✓ 医学类专业在校生与病床总数比应小于1:1（《认证标准》 6.3 临床教学资源）

✓ 临床教学资源除临床教学实施和设备之外，还包括足够的患者和病种数量（《认证标准》 6.3 临床教学资源）

✓ 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能够满足临床教学及培训需求，在培学员总数与实际开放床位数比例合理（《示范中心指南》1.医院基本条件）

✓ 科室设置、诊疗能力和专业设备等，能够满足要求（《规培基地标准》二、培训基地条件）

标准要求——医疗资源
床位数：学生数

病例、病种、科室等
床位数，学科专业情况、病例数、病种数



• 开放床位数： 1732

• 年门急诊量： 282.66万人次

• 年出院人次：91,000

• 年手术台数：52,075

• 临床科室：45个

• 医技科室：17个

• 职能处室：28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服务概况 （2018）

• 国家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18个

• 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11个

• 北京大学研究所：5个

• 教育部创新团队：3个

•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1个

•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

•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9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资源建设 环境资源

各类学生学员情况（2018）

学生/学员类型 数量

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 246

医学检验专业 54

临床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39

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70

港澳台研究生及留学生 20

住陪学员 230

合计 759

医学类在院学生/学员：病床总数=1 : 2.2



环境资源

管理构架

师资建设

基地建设
核心内容

1

2

3

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经验分享

① 组织构架

② 规章制度



管理架构

✓ 附属医院应设有专门的教学管理处、室，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教学管理干部（《1992年规定》第五章 管理）

✓ 医院教学管理队伍结构合理，有相当数量的专职管理人员（《示范中心指南》3.教学组织架构及管理）

✓ 建立结构合理、理念先进的行政管理队伍（《认证标准》9.3行政人员及管理）

✓ 设置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教学校/院长的领导下，负责审核和/或指定课程计划（《认证标准》2.8课程计划管理）

✓ 设立相应委员会，审议课程计划、教学改革街科学研究等重要事项（《认证标准》9.1管理）

✓ 设立教育教学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等组织（《示范中心指南》3.教学组织架构及管理）

✓ 医学院校的临床各科及医技各科教研室应设置在附属医院内（《1992年规定》第五章 管理）

✓ 各教研室主任兼任临床科室或医技科室主任医院组织架构中有二级学科建制（《认证指南》3.教学组织架构及管理）

✓ 专业基地应配备基地主任、教学主任和教学秘书等人员（《规培基地标准》三、专业基地条件）

标准要求——管理构架

专职管理人员

教学相关委员会设置

二级学科设置

三级学科设置

4级架构，3个中心，相关委员会



专职教学管理人员：25名

研究生以上学历：41%

管理架构

临床教学委员会
督导委员会

院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教学院长

教育处 继续教育处

19个教研室

内
科

外
科

妇
产
科

儿
科

全
科

护
理

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教学秘书/教辅

三级学科教学主任/教学干事

党委副书记

学研党总支书记

各支部书记

医学部

学位分委员会

内
科

外
科

17个住培基地，31个专培基地

妇
产
科

耳
鼻
喉

神
经

基地主任/秘书

眼
科

皮
科

麻
醉
科

…… 放
射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学管理构架建设

医院级别

处室级别

二级学科

三级学科

教师发展中心

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环境资源

管理构架

师资建设

基地建设
核心内容

1

2

3

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经验分享

① 师资结构

② 师资培训

③ 师资激励



师资建设

✓ 具有本、专科毕业学历的医师占医师总数的95%以上，其中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人员占25%以上（《1992年规定》第二章 附属医院）

✓ 学校按教职工与学生1:6-7的比例配置附属医院教学编制（《1992年规定》 第二章 附属医院）

✓ 有足够的师资对学生的临床实践进行指导（《认证标准》6.3 临床教学资源）

✓ 根据学校的目标定位和办学规模，配备数量足够、结构合理的具有教学资质的教师队伍（《认证标准》5.1 教师聘任与遴选政策）

✓ 有满足需求的、结构合理的临床教学师资队伍（《示范中心指南》6.师资队伍）

✓ 有相应的制度或措施鼓励知名专家和教授参与学员理论授课与实践教学等工作（《示范中心指南》6.师资队伍）

标准要求——师资团队
师资结构

师资数量

结构、数量、教授理论授课情况



职称 比例

正高 31.1%

副高 34.6%

中级 34.3%

793名教师

学科带头人：近70人

北京市科技新星：21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0人

国家863青年科学家：1人

国家杰出青年：5人

国家973首席科学家：3人

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1人

长江学者：1人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

院士：1人

博导：82人

硕导：99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2名

北京市教学名师：2名

中国医师协会住院医师心中好老师：2名

历任中华医学会各分会主任委员：25人次

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12人

教育部创新教学团队：1个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团队建设 师资建设

各层次师资梯队完备，满足多种类型学生/学员的教学

学历 比例

博士 67.4%

硕士 23.9%

学士 8.2%

其他 0.5%

91.3%

65.7%

教师：医学类学生=1 ： 1

教师：本科学生=    1 ： 0.38

本科生专业授课教师中教授比例15.2%



师资建设

✓ 制定和实施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和教师聘任制度（《认证标准》5.2 教师活动与教师发展政策）

✓ 高等医学院校有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对教学医院和实习医院进行人员培训、教学和医疗指导，安排专题讲座，示范性

教学查房和教学交流活动（《1992年规定》 第五章 管理）

✓ 教师发展应强调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可由专门的教学支持和发展部门为教师提供教育理念、课程设计、教学方法、

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培训（《认证标准》 5.2 教师活动与教师发展政策）

✓ 制定教师培训、晋升、支持和评价等政策并能有效实施（《认证标准》 5.2 教师活动与教师发展政策）

✓ 有相应的机制保证教学业绩的评价结果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岗位聘任等环节发挥作用（《认证标准》5.1 教师聘任与遴选

政策）

✓ 有系统的教师遴选、培训、考核、评价及激励的制度和机制（《示范中心指南》6.师资队伍）

✓ 建立师资队伍激励机制，将培训质量与日常绩效考核、年终绩效考核、评优评先以及支撑晋升等挂钩（《规培基地标准》

二、培训基地条件）

标准要求——师资培养 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培训

教师激励 教师发展中心：资格认定、培训、激励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师资建设

教师培训

考核认证

评价反馈

激励机制

1

教师选拔
2

3

4

5

• 年资职称
• 教学能力

• 日常培训
• 讲课比赛
• 教学课题
• 境内外培训
• 核心教师，名师打造

• 教育知识
• 技能操作
• 授课技巧

• 多维评价
• 多级反馈
• 改进评价

• 职称评聘
• 评奖评优



脱产带教： 选拔 培训 带教 考核 评估

主治医师，临床
带教资格认证

教学专家一对一
现场培训

根据带教要求带
教

督导专家面对面
考核技能

督导专家现场反
馈意见

年资 试讲 授课 评价 反馈理论授课：

科室推荐且副高
及以上职称

专家考察理论授
课能力

开展授课 学生、同行、督
导等教学评估

多层面评价结果
反馈

师资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脱产带教教师培训与考核

脱产带教：详尽的培训和练习安排；确保教
师接受充分、规范、标准的训练

师资建设

各种带教教师日常教学能力培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师资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师临床带教资格认证

强化临床教师的临床技能和带教能力

提高临床教师师资队伍水平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教育处组织：申请脱产带教必备条件之一
医学教
育知识

考核
认证

技能
操作

授课
技巧

自学
自练

报名

教学理念

基础知识

病历书写

体格检查

基本技能

讲课说课

授课技巧



临床见习带教前培训

外科见习带教教师须知

内科带教教师职责

……

系统内科带教教师培训会

师资建设

各种带教教师日常教学能力培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师资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教学查房

• 规范教学查房要求

• 提高教学查房质量

• 加强师资带教能力

• 建立“教学查房”核心师资小组

• 时间：每月一次

• 内容：专业知识，教学方法，临床思维，

沟通交流等



师资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讲课比赛

科室选拔

赛前培训讲座

现场专家点评

院级 校级 北京市级

每年30多个科室60余名教
师参加初赛、复赛和决赛
教师广泛受益

专家辅导

充分训练

示范带动

专家辅导

示范带动

核心教师

近5年共15名教师获
得北京大学级讲课比
赛奖励

近5年共4名教师获
得北京市级讲课比
赛奖励



师资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教学研究 提供教学研究平台，提高教师教学研究能力

申报培训

提供指南

课题指导

答辩点评

项目返修

确定立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年份 立项数 经费（万元）

2014年 40 40

2015年 38 40

2016年 14 30

2017年 15 30

2018年 20 30

合计 127 170

医学部级教学研究课题：近5年45项

中华医学会教学研究课题：近5年10项

思政教育与

人文素质培

养方法探索

医学生医学整

合课程的建设

医学生科研

能力培养方

法探索

住培、专培

等

提高研究生

培养质量方

法探索

提高护理教学

质量方法探索

情景模拟教

学课程的建

设



师资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时间 名称 地点 议程 人员

2009年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多伦多西部医院微创
外科

沈凯

2009年 韩国短期培训学习 韩国 顺天乡大学富川医院学习 张媛媛

2012年 韩国短期培训学习 韩国
首尔国立大学医院（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学习

申占龙、霍阳

2014年 韩国短期培训学习 韩国 韩国健康产业建兴院（KHIDI） 程琳、黄振宇

2012年6月
第16届国际医学教育

者学会年会
美国

展板，讨论发言教学课程设置与
评估

周庆环、姜冠潮

2013年1月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

美国 讨论，医学模拟教育评估 周庆环、姜冠潮

2013年2月

中葡国际医学论坛
（系列十二）：医学
教育的创新视野与挑

战

澳门
Future Trend of Medical Training in 
China 陈红、姜冠潮

2013年6月
第17届国际医学教育

者学会年会
英国

POSTER的展示，关于“Knowledge 
Regarding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任景怡

2013年9月 香港
香港外科学院，“外科专科医师
培养评估体系”

朱凤雪、汤小东

2014年1月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

美国 讨论发言 姜冠潮

2014年7月
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
美国

模拟教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HPS模拟人的使用

鞠辉、付瑶

2015年2月
第12届亚太医学教育

年会会议
新加坡

“Enhanc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t the Workplac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 Trends, Issues, Priorities, 
Strategies (TIPS)"

张晓蕊

2015年
Sectra table user 

Meeting 2014
荷兰

会议发言：The Application of 
Simulated Anatomy and Operations 
in Medical Training

梁书静

序号 时间 参会人 会议内容 地点

1 2016.12.18-20 李红 崔月 2016年全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 南宁

2 2017.6.16-19 李河北、毕晔 全国医学院校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现工作坊 上海

3 2017.9.9-11 邱李恒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第二届全国教师授课比赛
决赛

四川成都

4 2017.1.4-6 徐燚 曲琳 16年医教协同会议 海口

5 2017.10.11-14 王静 龚晶晶崔月 第二届华西医学模拟教学研讨会 四川成都

6 2017.10.20-23 周锦 刘君 中华护理学会全国护理教育研讨会 云南昆明

7 2017.10.29-31 毕晔 关烁张扬 李佳 ISIM长沙会议 湖南长沙

8 2017.10.20-10.23 李红 潘峰 中华医学会全国讲课比赛现场观摩 长春

9 2017.11.29-12.2 徐燚 周涛
昆明参加17年医教协同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改革研讨会

昆明

10 2017.11.30-12.3 崔月 曾庆齐 360度评估讨论会 广州

11 2017.11.30-12.03 石淑宵 中国卫生计生思想政治促进会医学教育分会 西安

12 2017.12.15-17 钱晓伟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医学现代教育技术论坛 贵州

13 2017.12.8-10 周敬伟 张果白爽爽 裴瑾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标准化病人SP实践教学
论坛

杭州

14 2017.12.12-15 张晓蕊 党育申占龙 董霄松李晶 新家坡

15 2017.12.11-15 张媛媛 郭鹏李洁 郭金玉王静
北京大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医学教育交流研讨
班

北京

16 2017.12.13-14
姜冠潮 付瑶徐燚 石淑宵崔月 周
涛 文张李晓丹

北大医学教育论坛 北京

17 2017.12.12-13 徐燚 刘婧高杰 史欣欣 住院医师医患和谐与心神将康高峰论坛 北京

18 2018.3 付瑶 崔月 实证研究二阶段考核培训 安徽蚌埠

19 2018.5 关烁 2018湘雅医学教育国际研讨会 湘雅

20 2018.7 李佳 陈哲 第三届华西医学模拟教学研讨会 四川 成都

21 2018.7.9 程琳 杨冰崔月 临床实证研究二阶段考核考官考务培训 广西

22 2018.8.29 张懿敏 首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 成都

23 2018.10.26-28 詹艳春,熊颖超,郭金玉,胥小芳 中华护理学会全国护理教育研讨会 山东

24 2018.10.21 李红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交通费 河北

25 2018.10.12-14 王静,张媛媛 华西医院标准化病人师资培训班 四川成都

26 2018.9.26-28 李晓丹 中华护理学会全国妇产科新进展研讨会 四川成都

27 2018.10.8 李红
沧州医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第四届校院合作人才培
养工作研讨会

河北

28 2018.10.20-25 程琳 刘彦国王静 闫琪郭金玉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实践教学能力和医学模
拟专业师资培训班-会议注册

上海

29 2018.11.23-24 张晓蕊 崔月
第四届胜任力导向本科临床教学与评价方法师资
培训班

北京

境内外师资培训



师资队伍建设关键？

现状：全员科研？全员教学？职称晋升是动力

1、管理团队先行：改变理念，坚持服务

2、医生——教师——优秀教师：实践中学习成长

3、选拔教师：动力、压力、能力

4、营造教学氛围：感情、制度、文化、信仰

运筹为术，人才为本，组织为器，制度为体，文化为魂
——韩非子

师资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师资建设

建设核心教师团队：项目化管理，打造名师 ，提升教学水平

1. 建立团队：核心教师团队组建

2. 特色教学小组：英文教学、教学查房、情景模拟、CBL教学等11个团队

3. 项目化管理：教学活动6次/年/项目，例会/3个月

4. 支持：培训现代教学理念与方法，教学研究立项

5. 目标：形成可推广的规范及模范课程，打造名师

一学、二练、三带动

团队

培养

一专多能
多专多能

打造名师
带动教学
提升水平

目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名师培养体系

北京市级、北京大学级

教学成就奖、卓越奖

北医名师、桃李奖

核心教师

骨干教师

名师工程

卓越教师

学科带头人

中青年医师

高年资医师

教育专家

师资建设

国家级
名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师资建设

教学评价反馈：质量监控的重要环节，提高教学质量的驱动力

理论授课

实践教学

评价纬度

学生评价

同行评价

督导评价

评价方式

网络评价

评教评学

纸质评价

现场评价

评价

反馈

改进

再评价

教育处

教研室

科室

本人

多
级
反
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师资培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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