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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卫生硕士(MPH)在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

国MPH培养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从岗位胜任力的角度开展调研，总结了我国公共卫生硕士培养中存在

的核心素养欠缺、培养模式陈旧、实践环节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点，开

展MPH培养路径的创新与探索：融入岗位胜任力的核心要素，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改进培养模式，

推动教学改革，完善课程体系，优化师资结构，推进实践基地建设，着力提升研究生的专业素质与实践

能力。经实践，该培养路径的实施可大大提升MPH培养质量，特别是提高了MPH的岗位胜任力，帮助他

们更好地走向工作岗位，推动了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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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aling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China.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cultivation of MPH in China exposed a 
series of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mpetenc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for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such as lack of core literacy, outdated train-
ing mode, and lack of practice training.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we adhered to the problem-
oriented and systematic point of view, carried out the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MPH training 
path, integrated the core elements of post-competency, comprehensively revised the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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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improved the training mode and curriculum system, promoting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base, optimizing the teacher structure, and striving to improve the profes-
sional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Through practi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training pat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PH training, especially improving the post 
competency of MPH, helping them better adapt to the post, and promoting the training of public 
health talents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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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卫生硕士(MPH)是指为公共卫生部门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专门人才[1] [2]。我国的公

共卫生人才队伍在多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挽救了大量的生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也暴露出我国在 MPH 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因此，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创新 MPH 培养路径，对

于打造具有扎实专业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保障人民健康，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岗位胜任力的简述 

岗位胜任力是指工作者依靠职业素养、思维特征、专业知识与技能等多种特征来完成岗位任务的程

度，其大小反映了个人综合素质水平的高低[3]-[6]。公共卫生从业人员作为公共卫生队伍的主力军，在公

共卫生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岗位胜任力的高低，决定了公共卫生从业人员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和

工作绩效[7]。为此，世界各国的学者就公共卫生人员的岗位胜任力及培养路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提出了 7 个方面的能力标准，即评估分析能力、基本专业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社

区服务能力、文化传播能力、财政管理能力以及领导与政策能力，并制定了与之配套的培养计划[8]。 
作为一门实践性科学，公共卫生岗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业人员需要较强的胜任力。岗位胜任力高低

会直接影响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卫生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和工作绩效等。 
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我国也开展了关于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岗位胜任力的研究与实践，代表性的研

究和实践机构包括华西医学院、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南京医科大学等，调查研究对象包括本专业毕

业生、医护人员、相关行政管理人员等，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本课题组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文献检索，并一致认为：本专业岗位胜任力应包括 4 个核心要素和近 80

个二级因素[2] [9] [11]。四大核心要素包括专业素养、应急素养、职业素养、个人素养，其中人文素养和

职业素养是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前提和核心，而具备专业理论知识(专业素养)则是完成公共卫生工作的

基础，专业素养是通过教育培训可以提升的。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具备较强的责任

感、应变能力、沟通能力、乐观的心态等基本素质，同时有十分清晰的职业规划、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

能够耐心分析并解决问题。 
在 MPH 培养方面，我国一般采用“三段式”：即理论知识学习(包括医学知识学习和预防医学知识

学习)、实习实践以及科研项目与毕业论文撰写[12] [13]。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现有的 MPH 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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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难以满足当前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需求。 

3. MPH 培养在岗位胜任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3.1. 培养质量不高，核心素养亟须提高 

针对四大核心素养，本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卫生从业人员普遍医学基

础知识薄弱，专业素养亟待提高。其次需要提高的是应急素养和职业素养，这些是普遍存在的教学薄弱

环节。此外，在个人素养方面，从业人员还亟须提高管理、组织、统筹等方面的素养——这些对于 MPH
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正确地使用信息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技术，恰当地运用社会学和管理学知识，

合理配置健康资源，科学地做出公共卫生方面的举措和决定。 

3.2. 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模式亟待改进 

尽管各院校都建立了 MPH 特有的培养方案，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很多院校的 MPH 培养模式

与公共卫生专业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几乎相同，考核评价体系也没有明显区别。以毕业环节为例，

MPH 学生的毕业学位论文以及参与的课题通常与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相同，因此其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不

高，影响到最终培养目标的达成。 

3.3. 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环节缺失 

公共卫生是一门社会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卫生人才除了拥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外，还应具备将现场

检验、健康调查和应急处置等理论转化为操作的能力[14]。公共卫生实践就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操作技能、

提高岗位胜任力的过程。目前国内外高校对 MPH 专业实践时间都有硬性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

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而言，我国高校公共卫生实践基地类型较简单，实践内容缺乏整体设计且单一，甚至

偏离了公共卫生专业的范畴，不能依据学生需求进行改变，实践过程倾向于在某一时间段内集中完成某项

疾病的控制，工作内容不固定且不能做到统一，实践教学易流于形式，很难保证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4.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 MPH 培养路径的改革 

 
Figure 1. Training path for the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oriented post competence 
图 1.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 MPH 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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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轮医学教育改革指出：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也要求高校从岗位胜任

力的角度对 MPH 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团队、实践基地等多方面建设进行全面的

改革[6]。胜任力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的 McClelland 教授在 1973 年提出，通过特质、技能、知识、社

会角色等特征，评估工作胜任力，目前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15]。针对 MPH 教育中存在的问

题，创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 MPH 培养路径，提高培养质量以适应社会需求是目前公共卫生教育

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岗位胜任力的 MPH 培养路径(图 1)。从岗位胜任力

培养的角度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点，修订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以融入岗位胜任力的核心要素。

然后，从课程体系、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具体实施岗位胜任

力培养。最后，做好质量监控、跟踪与反馈，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具体举措，实现 MPH 人才培养质

量的螺旋式上升。 

4.1. 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点，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 MPH 人才培养中的痛点，全面修订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将专业素养、应急素养、职业素

养、个人素养等核心素质的养成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特色。推进教学

改革，遴选适用的课程与实践环节，注重课程与实践环节的前瞻性。在加强专业素养的培养同时，注重

学生的领导力、系统思维能力、运筹规划及管理能力的培养[6]。 

4.2. 优化师资结构，建设“双导师”队伍 

依托于实践教学基地，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积极落实“双导师制”，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导

师”队伍。学院导师负责公共卫生理论知识讲授，督促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注重理实结合，着力提高学

生独立思考能力[12]。实践导师(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机构、医院等实践单位人员担任)主要负

责公共卫生实践过程，着力提升学生操作技能。同时，加强校内导师实践能力的培养，组织他们参与专

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增强实践技能；强化校外实践导师的指导工作，特别是研究生实际工作指导、科研

开展与成果产出等。总之，通过实施“双导师制”，达到校内外导师的优势互补、共同进步的最终目标。 

4.3. 融入岗位胜任力的核心要素，完善课程体系 

针对 MPH 的培养特点，完善课程体系。一方面继续优化核心胜任力的课程体系(涵盖流行病学、卫

生服务学、环境卫生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并拓展到批判性思维、数据分析、信息管理等课程。另一

方面，面向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需求，将公共卫生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持续提高 MPH 的实践技能，

同时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科研素养等。 

4.4. 全面统筹、系统推进，强化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专业的实践培训需要在实践基地开展，建设以提高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新型公共卫生实践基地对人

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大力建设校内外实践资源，强化 MPH 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加强

MPH 教育管理，“行政校企”合作共同建设校内实验实践教学平台。另一方面，系统推进校外公共卫生

实践基地的建设，充分发挥这些基地的技能培训、考核等功能，强化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全面提升专业教师与学生的实践技能。 

5. MPH 创新培养模式的实践效果 

近年来，学院强化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逐步扩大 MPH 培养规模，根据现代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需要修订《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融入“大健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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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改革 MPH 课程体系、教学方式、考核评价方式，实施“双导师制”，

提高研究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围绕培养目标，制定了与之配套的课程体系，以提升 MPH 的岗位胜任力(如
图 2 所示)。在实践环节中，学院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聘请了一线公卫领域的专家参与到实践指导中，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核

心职业能力。 
 

 
Figure 2. Curriculum system for the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Oriented Post Competence 
图 2.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 MPH 课程体系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实践，毕业生岗位胜任能力不断提高。2024 年专业硕士研究生获校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 2 篇；获研究生第二届公共卫生安全与健康案例大赛一等奖 1 项；获河北省医学研究生学科学术论

坛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获河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6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1 篇，公共卫生素养水

平提高了 13%，体现了学生已具备较强的公共卫生实践能力、岗位胜任能力及一定的研究能力。 

6. 结束语 

本课题组通过广泛的调研与实践，从岗位胜任力的角度分析了 MPH 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教

学模式改革、师资培养、课程体系优化、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探讨了 MPH 的创新培养路径。通过实践，

新的培养途径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岗位胜任力，为构筑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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