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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实践与体会



一 临床医学办学特色与成效

二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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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做法与体会



一、临床医学办学特色与成效



扬州师范学院 江苏农学院 扬州工学院扬州医学院 江苏水利专科学校 江苏商业专科学校

1992年5月19日

通州师范学校 张謇 通海农学堂

学校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
今年是建校116周年、在扬办学66周年、合并办学26周年

（一）历史溯源

校训



医学院发展沿革

苏北卫生学校
（苏北卫生干部学校）

（1950.06）

苏北助产学校（1951.02）

江苏省扬州助产学校
（1953.05）

江苏省扬州医士学校

（1953.07；医士/助产士）

江苏省扬州卫生学校

（1958.01；增设护士专业）

江苏省新医学院扬州分院

（1976.12）

扬州医学专科学校

（1978年复校）

扬州医学院（1984.07）

临床医学、中医学、妇产科学专业

上海私立惠生高级助产

职业学校（1929年创办）

南通医士学校1954.7并入

扬州医学专科学校

（1958.06；增设中医专业）

扬州大学医学院

（19992.05）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

江苏省委书记、省长、扬州卫生学校

首任校长惠浴宇同志题词



（二）办学宗旨与定位

“十二五”：坚持“发展工科、提升医科、振兴文理、强化农科”，建成国内有

地位、国际有影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地方综合性大学。

“十三五”：全面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办学理念

建成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教学研究型医学院，力争办学发展水平早日进入省属综

合性大学医学院校前列，并实现向研究型医学院的转型升级。



（三）人才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坚苦自立，培养社会需要、全面发展，具有科学与人文精神、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初步临床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较强临床岗位

胜任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人才。

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初步临床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掌握较多儿科医学知

识和临床技能，能够较好胜任儿科医生岗位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人才。

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

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

临床医专业（儿科学）培养目标



医学知识掌握与
应用能力提升

基本科研思维与
创新能力提升

专业技能培训与
临床能力提升

职业素养与岗位
胜任力提升

课程整合
实验教学模块

科研思维
训练模块

实践技能
训练模块

医学人文
职业规划模块

医学知识维度 专业技能维度 职业素养维度

知识技能学习 人文素养涵育 贯通大学教育全过程

考核评价
反馈模块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个核心

二个贯通

三个维度

四种能力

五种模块

（四）人才培养体系（1-2-3-4-5）



目标：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人才

理念：三早 --- 早期接触临床、早期接触科研、早期接触社会

三进 --- 早进课题、早进团队、早进实验室

三临 ---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

途径：践行教育教学改革（TIPS）、实施临床能力发展计划（CCDP）

成效：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岗位胜任力（competence）

重点课题

规划课题

（五）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理念与实施路径



问题导向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

课程整合
（Integrative Curriculum）

临床技能、课程认知、学科竞赛、
专业实践

医德、学术、科创、引领、
批判性思维

培养方案、课程设计、教材、
科研反哺教学

本科生导师制
（Tutor  System）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团队
协作、形成性评价与反馈

全程临床技能培训
（Clinical  Skills）

I

T P

S

TIPS

体系

路径 1：推行基于“TIPS”教学改革，强化教学质量内涵建设



（1）组建“吴登云实验班”，实行全程本科生导师制

制定《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细则》，从2013级临床医学专业开始，遴选了一批师德医

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基础与临床教师担任本科生导师。

杰出校友吴登云与实验班同学

师生双向选择 导师指导本科学生



（2）建立“大创”实验室，助力学生科技创新思维能力培养

优秀科创导师受表彰

研本“1+1”

 建立“国家-省-校-院-系”大学生科创训练体系

 开设探索性、综合性实验课程，科研方法论等理论课程

 参加“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等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

 成立“大创”实验室+“科创导师”+研本“1+1”

 通过“早期接触科研”，培养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大创实验室授牌

科创导师与他的学生们



• 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与药理学课程的实验内容整合为“基础医学机能实
验学”（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 将微生物学、生物学、组织胚胎学与病理学实验课程整合成为“医学形态
学实验教程”（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与基础课程

• 将人体局部解剖学中与外科、妇产科学联系密切的部分内容进行整合，由

临床教师授课，实现基础与临床整合；将优生优育知识与实验技术、产前

诊断与生殖医学进行整合成为“优生学课程”（主编，科学出版社）
基础与临床课程

• 将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急救医学、护理学、医学人文

等临床基本技能整合为层次递进的“四级临床技能培训教程”（主编，

江苏科技出版社），覆盖第1-8个学期，直至毕业实习
临床与临床课程

（3）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开展课程整合与融合



（4）基于问题导向学习，以学生为中心，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参加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台湾阳明大学、美国加州大学等海内外高校PBL教学培训

教师编写PBL案例 PBL教学进行中 PBL课程评价

师资培训台湾阳明大学
北大、复旦、UCLA



（5）优化重组实践性课程体系，实现临床技能培训全程覆盖

层次性

阶段式

整体性

一级

四级

一年级

四年级

二级

三级

首创“四级临床技能培训教程”，凸显医学实践教学的层次性、阶段性及整体性，按年级进行1-4

级技能培训，实现临床技能培训全程覆盖（即：1-4年级分级技能培训+5年级临床实习）。



二年级专业融入计划一年级专业认知计划

高年级专业提升计划 三年级专业拓展计划

CCDP

路径 2：推行临床能力发展计划，不断提升实践教学水平
（Clinic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Program，CCDP）



一年级专业认知计划：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专业化社会实践

二年级专业融入计划：走进基层医院开展专业化社会实践

通过与基层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广泛接触与交流，了解和感知基层医疗现状，协助开展基础医疗服务，

医学生专业思想得到巩固，社会责任感得到增强，医德医风观念逐渐养成，为“早期接触临床”和“早

期接触社会”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

临床能力发展计划（CCDP）



三年级专业拓展计划：设立国际化专项经费，选送三年级优秀本科生出国出境交流，拓展其全球

大健康视野，加强其国际交流能力。

高年级专业提升计划：进入临床教学基地见实习，做好职业生涯的早期规划，进一步提升医学生

职业素养、岗位胜任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临床能力发展计划（CCDP）



1.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

2016年度：总通过率87.00%，名列第26位（全国159家）。实践通过率97.50%，列第
19位；笔试通过率89.69%，列第32位。继2014年总通过率名列全国第30位后再创最好成绩。

届 别
总通过率（%） 实践通过率（%） 理论通过率（%）

全国 本校 高出率 全国 本校 高出率 全国 本校 高出率

2011 57.60 74.71 17.11 90.78 98.08 7.3 63.86 76.77 12.91

2012 62.84 80.94 18.10 90.29 97.48 7.19 70.06 83.03 12.97

2013 60.44 78.26 17.82 91.33 97.23 5.9 66.53 80.82 14.29

2014 68.52 80.90 12.38 91.18 95.48 4.3 75.51 84.74 9.23

2015 73.59 78.85 5.26 93.21 97.12 3.91 79.37 82.41 3.04

（六）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本校总通过率、实践通过率和理论通过率均高于全国医学院校的平均水平，其平均高出率
分别为 14.13%、 5.72%和 10.49%。



3.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与升学率

毕业时间
毕业
生
人数

毕业生就业情况 考研录取情况

就业人
数

就业率 录取人数 985/211 升研率

2012届 292 292
100.00

%
92 51 31.51%

2013届 242 215 88.48% 111 54 45.87%

2014届 219 214 97.72% 89 38 40.64%

2015届 218 206 94.50% 92 49 42.20%

2016届 207 189 91.30% 84 38 40.58%

平均就业率 94.74%；平均升研率为40.16%，其中考取985/211高校占49.14%。

2.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全国四六级英语通过率

年 级 英语四级通过率 英语六级通过率

2017级 91.95%

2016级 97.73% 51.70%

2015级 98.48% 67.27%

2014级 99.29% 75.89%

2013级 98.95% 79.09%

平均 97.36% 66.49%

四级平均通过率97.36%

六级平均通过率66.49%



4.  科研反哺教学，学科竞赛屡获佳绩



5. 专业素质拓展，共建共融，共享共赢

部分学生参赛作品展示



6. “厚德惠生”学院文化和人文素养涵育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焦新安校长与杰出校友吴登云

“

徐夏同学荣获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表彰

“吴登云奖”颁奖典礼

杨晨同学的支教事迹
被央视广泛报道

承办省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年会 校外医德教育基地



7.  毕业生调查反馈



TIPS：融入基础课程与临床课程的学习阶段（无缝隙、潜移默化）

（四级临床技能培训：教学跨度长达8个学期）

CCDP：分阶段实施，覆盖在校5个学年（不断线、润物无声）

充分凸显“三早”、“三进”、“三临”的教育教学理念，实现了医学知识学习、临床

技能训练、创新能力培养、职业素养提升贯穿整个医学教学过程，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医德

医术并重、基础临床融通、全程技能实践、医教协同育人”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二、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
点滴体会



（一）早学习、早认知（战前阶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何要做专业认证？”）

对照标准：

（1）升华办学宗旨，明确办学定位，厘清办学理念，确立培养目标，融入到教育教学各环节。

（2）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更新教育理念，修订培养方案，开展课程整合，改革教学手段。

（3）优化成绩评定与考核方式，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完善毕业生跟踪反馈，打造优势特色。

（4）统筹各教学单位和临床教学基地协同推进临床教学模式一体化和教学同质化管理。



点滴体会：

（1）领导重视，思想统一，形成共识，凝聚合力，全员参与

（2）深刻领会认证标准内涵与指标体系，获得师生的认同、理解与支持

（3）明确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是学校（学院）阶段性的“党政第一要务”

校党委书记 姚冠新教授 校长 焦新安教授

校职能部门协调会 临床教学基地协调会



（二）早申请、早准备（备战阶段：重视每一项指标和要素，谋篇布局；“如何准备专业认证？”）

自评报告撰写：

（1）自查自评自建，10大类44亚类逐条评述，自我剖析，重在“自查”。

（2）分解任务，细化计划，责任到人，时间到点；凝练特色，明确不足，重在“准确”。

（3）编写支撑材料清单目录，收集有关材料（电子版、纸质版），重在“全面”。

（4）学校职能部门、教学基地（附属/教学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等相关方同步推进，重在“协同”。



持续推进：

（1）编写“知识问答手册、”工作手册“、“宣传手册””、“教学质量标准与监控手册”等。

（2）召开不同形式、层次、类别的专题工作会议，开展专项督察、模拟访谈等，高效有序推进。

（3）邀请校外专家到校指导，组织外出专题调研学习，借鉴经验和特色做法。

（4）管理人员：办学定位/理念、师资队伍、质量标准、保障体系、利益方参与、发展规划等。

教师：培养目标/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改革、考核评价、专业特色等。

学生：培养目标知晓、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获益、科创、考核评价反馈、技能培训等。



点滴体会：

（1）专业认证对临床医学专业生存、建设与发展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师生掌握认证知识，熟悉认证流程。

（3）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三）早认证、早受益（实战阶段：重视每一个环节和细节，稳扎稳打；“如何做好专业认证？” ）

专家工作：

（1）专家审阅自评报告，对兴趣点、模糊点、关注点认真研究，确定分工考察的重点内容和形式。

（2）听取校（院）长报告，召开座谈会，观摩教学活动，考察办学条件，走访实验室、临床技能

中心、教学基地，查阅教学资料，关注利益方参与，收集有效信息，形成初步认证意见。

特点：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体现：权威性、高质量、敢担当。



学校任务：

（1）制定详细的考察工作手册，包括流程、路线、实施精准对接。落实、落地、落准、落细。

（2）展现最佳的精神风貌、最佳的教学状态、最佳的学习效果、最佳的组织形式。

（3）省教育厅、省市卫计委、临床教学基地、学校职能部门等大力支持、通力合作和密切配合。

点滴体会：

（1）“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完成越艰难、越关键、越具有挑战性

（2）规定动作出实效，自选动作有特色

（3）平常心态，本色展示



学校工作：

（1）正视专家对照标准提出的问题与不足，及时梳理、学习、分析、研判

（2）正确客观地理解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明确持续改进的目标与方向

（3）聚焦存在问题，紧扣质量主线，把握整改重点，制定相应的方案与举措

（4）基于效果导向，部署落实整改任务，明确时限，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点滴体会：

（1）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2）认认真真找问题，扎扎实实促整改，持续不断抓落实，确确实实提质量

（四）早整改、早发展（战后阶段：重视每一条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专业认证后怎么办？”）



YANGZHOU UNIVERSITY
扬州大学

衷心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对扬州大学医学院的

悉心指导、大力支持、无私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