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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临床实习在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近年来各医学院校在临床实习模式上不断进行探索

改革。作为综合性大学中新办医学院，在建立临床实习教学模式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医校双方

监管制度不完善、临床师资学科背景单一、教学水平有局限性、教学方法过于陈旧等问题。为建立适应

“新医科”发展需求的临床实习模式，通过健全临床实习管理体系，打造高水平、跨学科师资教学团队，

推进各实习医院教学同质化，采用新型教学方法，结合现代医学发展需求及学校特色，增加医工融合的

实训实践比例等方法，在综合性大学医学院中建立“一核两翼三化四全”的临床实习模式，旨在培养具

有岗位胜任力的复合型、国际化、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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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nical internship is vitally important i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medical talents.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colleges have been constantly exploring and reforming the clinical internship model. 
As a newly established medical school in th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t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a clinical internship teaching model, such as incomplete supervision systems in both 
the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 single disciplinary backgrounds of clinical teachers, limited teach-
ing levels, and outdated teaching methods. To establish a clinical internship model that meet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new medical science”, methods such as improving the clinical internship 
management system, building a high-level and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team, promoting teaching 
homogenization in different internship hospitals, adopting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engineering integration practical training in line with modern medic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re adopted. A clinical internship model of “one core, 
two wings, three paths, and four contains” is established in the medical school of th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iming to cultivate compound, internationalized, and high-level clinical medical talents 
with career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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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教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涉及教育与卫生两个最为直接的民生问题。由于国家经济水

平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卫生服务水平日益增长，人口和流行病学形势出现巨大变化，医学教育也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亟需变革。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表示要加

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1]。其中，“新医科”重点应体现在医

学教育新理念、新内涵、医学新领域与新专业、医学人才培养新模式、新途径[2]。由于医学是一门实践

的学科[3]，临床实习在医学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新医科”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临床

实习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临床实习主要基于生物医学教育模式，仅强调医学知识与技能的传授，

对其他学科的交叉较少，学生在临床环境中往往被动接收知识，缺乏主动思考，实习过程存在实习效率

不高、实践性不强等问题，培养出的医学生很难满足于未来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建立符合

“新医科”发展需求的临床实习体系。作为综合性大学新办医学院在建立临床实习体系时充分考虑天津

大学医工融合优势，结合建设中面临的实际情况采取多途径提高临床实习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各个实习

环节中打通医学教育与工科教育壁垒，真正实现医学教育与工科深度融合，旨在培养复合型、国际化、

高层次的临床医学人才。 

2. 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2.1. 教学模式改变导致学校、医院监管难度增加 

从教学模式上，学生由在学校的集中授课模式转变为在医院的科室轮转模式，学校、医院在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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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增加，学生学习地点的转变、实习时间的不统一、科室安排的多样性等情况，导致学生脱离医校

双方监管，进一步造成学生实习出勤率降低，存在安全隐患，最终实习效果不佳。 

2.2. 学生无法很好适应角色转变，对于实习思想准备不充分 

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是从医学生向临床医生转变的过程。学生从人员组成较为单一的校园环境融入到

相对复杂的临床环境，在思维方式、工作内容、人际交往上都发生很大变化，医校双方如未能进行提前

的预防和过程中干预很容易使学生进入迷茫期并产生角色失衡的心理问题，从而导致在实习中产生为难，

导致情绪失控，产生学生–医院–学校三方矛盾，导致实习效率低下。 

2.3. 带教医生专业背景单一，教学经验不足，教学积极性不高，教学水平亟需加强 

在临床实习阶段，实习医院带教医生的专业背景和综合性大学专业教师相比较为单一，难以建立“医

学 + X”多学科交叉的教学体系。同时，医生在带教期间身兼医师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多数带教医师专

注临床工作，教学经验较少，没有经过专业的教学指导与教学培训，导致教学能力欠缺。因此如何组建

高层次、多学科融合的师资队伍并指导临床医师在忙碌的临床工作中有的放矢地指导学生，加强学生管

理，提升教学水平，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学生需要医校双方共同思考。 

2.4. 教学内容同质化不足、教学方法陈旧、教学评价方法不健全 

考虑到实习效果、医院科室容量，设施限制等实际情况，同一届临床学生的实习地点通常分布在不

同教学医院，各医院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学理念、教学设施参差不齐[4]，同时受制于教师教学水平

及专业限制，导致在教学内容停留在带教医生当日接诊什么病人讲什么病例，看到什么操作观摩什么操

作，教学停留在对随机疾病的单纯诊疗上，缺乏系统性、计划性、多学科融合性，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教

师以灌注式教学为主，很少运用创新性教学模式及智慧化教学设施辅助学生实习，导致学生体验感不足，

临床实操机会少。在评价体系上，多数医院对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没有统一要求，导致学生学习没有重

点，教师考核没有依据，最终分数很难体现学生实习效果。 
 

 
Figure 1. Clinical graduation internship model 
图 1. 临床毕业实习模式图 

3. 探索“一核两翼三化四全”的临床实习模式 

为应对临床实习存在的问题，适应“新医科”发展，学院以“求仁求是，救人救世(以下简称：仁是)”
精神为核心，以健全管理体系、建设师资队伍为两翼，实习内容体现同质化、数字化、个性化，实习全过

程融合医工交叉元素，打造全面保障、全员覆盖、全程渗透、全域扩展的“一核两翼三化四全”的临床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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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习模式(图 1)，旨在培养善于融合前沿科学技术，进行临床诊疗和创新研究的复合型、国际化、高层

次临床医学人才。 

4. “一核两翼三化四全”的临床实习模式实施路径(图 2) 

4.1. 建立健全临床实习管理体系 

构建完善的临床实践育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推动临床实践教学工作和保证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保障[5]。在管理架构方面，临床实习管理相关工作由医学院牵头组建团队，成员包括医学院分管

教学工作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临床医学系主任、基础医学教研室骨干教师、临床教务管理人

员、临床实训中心管理人员、辅导员及实习医院相关领导及管理人员。团队共同建立了针对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实习的多项文件，包括《临床毕业实习方案》《临床毕业实习工作规范汇总》《临床实习手册》

等，严格从制度层面规范学生行为。为避免学生实习期间脱离学校管理情况，利用实习手册签到表，电

子书包软件，打卡接龙小程序等多种形式线上线下结合，做到“日日有记录，时时有监管”。在实习质量

方面，除学院教师定期前往医院督导学生实习情况外，针对临床带教人员数量多、督导无法全覆盖的问

题，建立学生二维码时时反馈机制，学生可随时针对实习进展、教师带教情况进行线上匿名反馈，学院

每周整理学生评教结果，与医院进行交流整改，后续由学院督察整改情况，学生确认整改结果，实现当

下发现问题，立刻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实习全过程处在医校双方监督管理下进行。 
 

 
Figure 2.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clinical internship model 
图 2. 临床实习模式实施路径图 

4.2. 及时关注学生心理状态 

为了解学生实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学院构建了“班主任 + 师友导师 + 朋辈导师 + 学友导师 + 
辅导员”协同工作体系，切实关心学生实习进展，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实习培养的全过程。在学生入科

前明确学院实习管理人员、轮转科室教学秘书及带教老师，组织多场实习动员会、入科前培训、实习医

院参观、带教医生见面会等活动，在学校、医院、学生间提前建立纽带，保证“入科有人管，过程有人

教，出科有考核”[6]，让学生从心理上“有底气”，顺利完成从学校到医院环境的过渡。在实习过程中，

组织师生座谈会、领导午餐会，举办“医者温度 文以明志”医学人文临床札记征集活动，利用多种形式

倾听学生实习感受，了解学生实习动态。在保研政策方面，大力推动校内“仁是计划”，切实提高五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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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升学比例，打通本研贯通课程体系，让学生提前学课程、定导师，减轻学生升学压力，让学生全

身心投入实习，更好实现基础本科教育–临床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衔接。 

4.3. 打造“双师型”高水平师资教学团队 

为推进“医学+”融合，依托学院医工交叉优势，除医院临床医学专业背景教师外，吸纳多学科背景

如：基础医学、理学、工学、心理学方向等教师加入，组建多学科融合“双师型”教学团队，弥补临床教

师专业背景单一的问题，实现教学科研全方位交流合作。在教学上，教师团队共同备课，制定教学大纲，

在教学设计上实现多学科与临床医学专业知识的衔接融合，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打下基础。为提高教学质

量，学院定期收集临床教师关于教学上的困惑与问题，定期开展医校间教师座谈，组织优秀授课教师教

学经验分享，优秀课程观摩，智能化教学手段交流，临床师资教学培训、临床赛道教学竞赛等活动，以

学促教，以赛促教。建立健全奖励机制，以优促优，每年评选优秀带教老师，优秀实习管理人员等荣誉

称号。在聘任临床专业导师文件中增设教学时长及教学评分要求作为评聘指标，激发临床医生教学积极

性，帮助医生完成多重身份融合。在科教融合上，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大力推进学科专业的集群式发

展[7]，鼓励医校间进行科研交流合作，推动“医学+”专项基金项目申报，鼓励医校双方共同指导学生参

加科创比赛。启发临床医生在带教过程中结合双方科研方向将医工交叉科研成果与临床实习教学过程融

合，培养学生多学科创新融合思维，加深医学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4.4. 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重构教学方案 

为解决实习医院间教学内容随机性较大等问题，学院联合各实习医院基于学生职业素养、专业能力、

患者管理、沟通合作、医工融合创新思维等岗位胜任力共同设计毕业实习大纲，明确课程需要实现的知

识、能力、情感目标，固定各实习医院的实习环节，实习病种及技能，明确各环节需要融入的医工交叉

要点及案例等。由学院统一印制实习手册、管理规范、带教标准、实习环节标准供各教学医院使用，确

保教学查房、小讲课、病例讨论、转科考、出科考质量，保证临床教学同质化[8]。 
在轮转方案的制定中，除按照《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中规定的科室及时长外，

根据学生未来学习意向及实习医院特点，增加各实习医院的特色科室，延长特色科室的实习时间，如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放射科、生殖医学等，在满足临床实习基本要求的同时确保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采用 PCMC 联合 CBL 的教学方法，依托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和罕见病数字化平台，基于典型/罕见病

例，以真实病例为主线，设计病例讨论、床旁观摩、模型训练、模拟病房(虚拟仿真)四个场景交替的项目

式教学环节。在理论教学中，教师以真实临床病例设问，教学过程以学生团队为主体进行汇报，教师引

导小组通过对案例及真实患者情况进行分析讨论，锻炼学生临床思维及团队协作能力。除每周进行小讲

课、教学查房等常规教学活动外，结合学院脑科学与神经工程、智能医学、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等医工

交叉科研方向举办“棠林讲坛”、“北洋医学大讲堂”等高层次学术论坛讨论医学热点方向，特色医工融

合科研成果等，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学术交流机会，搭建全方位、高质量医学交流平台。在实

践教学中，学院及实习医院结合学生需求建设全开放，多学科，智慧化临床实训中心，中心引入腹腔镜

训练及考核系统、智能急危重症模拟训练系统、多点触控虚拟解剖仪、高仿真综合实验模拟人等虚拟仿

真数字化设备，教师基于真实案例利用临床教学模型及虚拟仿真系统创设临床情境，让学生主动思考、

亲自动手进行插管、穿刺、缝合等实践操作，结合临床实际问题，弥补学生无法在真实患者身上操作、

标准化病人无法多次重复练习等问题，保障实习过程中学生实践操作全覆盖。在操作过程中学生除掌握

基本的知识及技能外，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围绕该疾病的相关成果进行思考与延展，启发学生思考通过新

技术、新产品为临床上的疑难杂症提供治疗的可能性。以骨科为例，学生除体验常规手术操作外，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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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亲眼见证学院神经工程团队研制的神经调控机械式外骨骼机器人系统“神工·神甲”等新型医工智能

技术走向临床应用，启发学生将未来医学研究与先进工程技术相结合。 
采用多维度评价学生学习指标，改变以一张考卷评定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出科考核包括科室

理论考核、操作考核、病例汇报、大病历书写，实习生形成性评价，综合考察学生日常实习表现、出勤情

况、团队协作、临床操作能力及临床知识的掌握情况等，避免学生出现重结果轻过程的实习思维。在实

习前明确考核内容，实习期间针对考核项目进行相应培训，“以考促学”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通过综

合成绩分析学生学习效果，同步进行实习内容调整修订，进一步提高实习成效。实习结束后，根据学生

综合表现，评选优秀实习生，让“优秀者”成为“以优促优”的催化剂。 

5. 总结 

过去一个世纪经历了三代医学教育改革[9]。面对科技革命的发展，医学教育迎来第四次变革，建立

以健康为中心，以交叉、跨界、融合为特征和人工智能支撑的医学教育新范式成为新一代医学教育改革

的内容[10]。天津大学医学院自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医学教育新路径，以“医学牵引、工程支撑、转化创新、

临床示范”为理念，坚持“抓特色、入主流、出精品、上水平”的发展思路，结合第四代医学教育改革发

展需要，建立“一核两翼三化四全”的临床实习模式。自该体系建立以来，医学院联合实习医院形成丰

富的临床案例库，每届实习生可接触到近千种病例，亲自操作练习包括胸腔穿刺术、纤维支气管镜、静

脉穿刺、腰椎穿刺、胃镜检查术在内 50 余项临床技能，参与小讲课、教学查房、前沿医疗进展讲座等教

学活动百余项，在基础知识、学习态度、操作能力等方面均受到实习医院好评。在医工结合创新思维引

导方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大赛中取得多项奖励，在校期间发表多篇高

水平论文及多项专利。后续我院将强化“医工结合”特色，聚焦“以健康为中心”的治疗理念，推动临床

医学高质量发展，探索临床实习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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