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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3,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of Fudan University restarted the enrollment of the undergra-
duate students in Pediatrics. To cultivate medical talents in Pediatrics, a serious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were carried ou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education system, 
the improvement of three-in-one teaching mode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rounded training 
system to teachers in Pedia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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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于2013年重启儿科专业定向培养招生方案，紧扣“卓越儿科医学人才培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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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新制度、改进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全面构建师资体系等途径，探索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的培养体系。 
 
关键词 

儿科专业，医学教育，本科生教育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儿童健康关系家庭幸福和国家未来。在“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届儿科城际间学术会议”上发布了《中

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1]，数据显示：全国儿科医生总量为 13.5 万名；“全面二孩”放开

后，预测至 2020 年，我国儿童数目将达 2.92 亿；若要实现“0.69 名儿科医生/千名儿童”的目标，儿科

医生的缺口约为 8.6 万名。 
2016 年 3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他强调，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要紧

紧围绕加强儿科医务人员培养和队伍建设，系统设计改革路径。教育部于 2016 年重启儿科专业本科生的

招生，把儿科学专业化教育进行前移，以切实缓解儿童医疗服务资源短缺问题。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指出，

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基础工程，是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 
基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如何突破目前儿科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相对滞后的困境，推动

我国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已经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模式改革和推动医改深入发展

的核心。然而，目前关于儿科专业本科生的培养体系、经验等相关介绍非常有限。 
2010 年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于国家的重大需求，紧扣“卓越儿科医学人才培养”这一关键问

题进行系统探索与实践[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于 2013 年重启儿科专业定向培养招生方案，并于 2016
年实行儿科专业方向统招。复旦大学儿科学系通过“临床胜任力为导向”的培训模式保障和提升儿科医

学人才培养品质，通过(1) 设立专职双导师制度及专项奖学金激励制度，(2) 创建纸质媒体、多媒体与网

络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3) 开创慕课、翻转、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模拟培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

及(4) 全面构建儿科师资培养体系，形成“全链条式教育”的儿科专业人才培养新体系，形成了一整套基

于医学教育、医学研究、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可应用和推广的整合式教学新模式。 

2. 培养体系的设立 

2.1. 设立专职双导师制度及专项奖学金激励制度 

针对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的 5 年培养，坚持贯彻德育为先，主要通过“克卿书院新生导师制度”以

及“本科后阶段儿科专职导师制度”的双导师制度，把课程思政和医德教育有机衔接，推进医学教育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建设医学人文教育实践基地，发挥好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着力提升儿科专业医

学生医德素养。 
在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培养的第 1 年和第 2 年，选拔在儿科医院工作 3 年以上的优秀主治医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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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克卿书院新生导师，指导儿科专业医学本科新生的选课、组织新生座谈、辅助新生儿做好学业

规划；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及时提供帮助，定期与学生一对一谈心；定期组织学生进行集体活动，使

他们提前接触临床、激发学习兴趣，提前融入社会公益活动(担任爱心小屋、门急诊导医、病房故事角等

爱心大使)、形成爱儿护儿观念。定期参加复旦大学克卿书院读书报告会，师生共读一本好书、了解医学

人文及职业荣誉感。 
在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培养的第 3 年至第 5 年，鼓励儿科专业本科生提前参加论文报告会、了解儿

科研究的前沿、确定研究方向与内容，由儿科学系的教授担任学生的专职导师，指导学生提早进行临床

实践、科研探索与论文撰写，培养严谨的科学素养。 
在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学习期间，除复旦大学学生奖学金外，单独设立面向儿科专业学生的“儿科

菁英奖学金”及“中国红十字会院士+”项目的专项奖学金，激励同学认真学习及实践探索，目前累计已

授予奖学金 43 人次，共计 50 万元，见图 1。 
 

 
Figure 1. The illustration of dual-mentor and a special scholarship incentive system 
图 1. 专职双导师制度及专项奖学金激励制度示意图 

2.2. 创建纸质媒体、多媒体与网络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学模式转变的需求应以顺应医学教育国际化趋势为需要、以培养精英医学

人才为主线。在儿科学课程建设方面，重点开展数字化、网络化课程环境建设和教学方式改革，持续推

进以“慕课课程中心”为载体，建设有思想、有内容、有温度的金课，形成开放、互动、共享的医学网

络知识平台，全面加强学生知识、素质和能力三位一体的培养，全面提高医学儿科学课程建设质量。 
慕课是将传统的“先教后学，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先学后教，学生为主导”的模式，

在医学本科教学改革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3]。在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理论学习阶段，以儿科学系王卫平

教授主编的全国优秀教材《儿科学》(第九版)为核心，增设《小儿外科学》、《儿童保健与循证儿科学》、

《围产新生儿学》、《儿童传染与感染疾病》共 64 学时专业选修课程。 
儿科学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7 年)及国家资源共享课程(2013 年)。2018 年《儿科学》获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2017 年、2019 年《儿科学》在线课程分别入选全国高校教学改革优秀案例、上海市高

校优质混合式在线课程示范案例，获得了 FD-QM 高等教育在线课程质量标准联盟认证证书。 
在儿科学精品课程网站建设成功的基础(http://ch.shmu.edu.cn)上，将《小儿外科学》、《儿童保健与

循证儿科学》、《围产新生儿学》、《儿童传染与感染疾病》投放于超星平台(http://fdekxy.fanya.chaoxing.com)，
采用线上视频结合线下翻转的授课模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课后完善教学评估反馈，

使教学团队持续改进优化授课模式。 

2.3. 开创慕课、翻转、基于问题的学习、模拟培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按照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总体要求，围绕“两个一流”的发展目标，聚焦儿科教学内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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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坚持改革和发展，儿科专业培养坚持以“临床胜任力为导向”的模式，开创慕课、翻转、基于问题

的学习、模拟培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融入医患沟通、儿童预防保健、儿童急救等儿科医师特有的能力

培养模块，全力保障和提升儿科医学人才培养品质和临床三基能力，加强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批判性思

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解决未来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的临床能力培养包括第 4 年的儿科见习和第 5 年的儿科实习(包括儿科综合病房、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轮转各 4 周，儿童保健门诊轮转 2 周，儿童传染病门诊及外科

急诊轮转各 1 周)。 
复旦大学儿科学系在全国儿科教学中开创了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床旁教学与慕课翻转课堂相结合

的先例。每学期开课前，任课老师集体备课、试讲，提高教学质量。在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临床见习及

实习阶段，在对各种疾病的讲解过程中，使医学生感性认知各阶段儿童的特征，了解儿科医学的特点和

儿科医师的职责，采用启发式教学、小班讨论的形式，实现教师与学生角色互换，创造更为宽松、平等、

自由交流的教学环境，鼓励医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训练其养成独立的临床思维能力[4] [5] [6]。 
此外，作为美国心脏病学会(AHA)儿童生命支持培训项目在中国的唯一授权培训中心，我们将该项

目的培训范围扩大到医学本科生，通过授课导师讲解、模拟人操作、急救场景演练等多种形式，让医学

生在实践中学习掌握基本生命支持的临床处理流程，提升临床三基能力[7] [8] [9]。 
通过融合慕课、翻转、PBL 和模拟培训等教学方式，将医患沟通、儿童预防保健、儿童急救等儿科

医师特有的能力培养贯穿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培养的始终，以培养一批具有温度的儿科专业人才。 

2.4. 全面构建儿科卓越师资培养体系 

儿科教学团队的建设是课程建设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儿

科学课程历经 60 年的教学研究、革新和实践，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教学水平高、科研实力强、临

床能力优、人员构成佳的教学团队。目前复旦大学儿科医院现有教授 54 人，副教授 86 人，博士生与硕

士生导师共 102 人，60%医师具有海外教育进修经历，担任儿科专业医学本科生授课任务的教师中 94%
具有高级职称、教学经验丰富。 

在师资体系培养方面，主要以增强教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重点，完善分层次人才培

养计划，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评选表彰优秀教师，评选市级学科带头人和市级骨干教师，将教学工

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以及职称晋升指标，探索更加科学的导师考核制度和奖励激励机制，全面提高青年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热情。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实施方案》，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儿科学系积极

推行“人才发展战略”，以 35 岁以下青年学科梯队接班人的培养为重点，制订儿科医学人才“腾飞计划”，

设立教师队伍专项培养基金，每年选拔 15~20 名青年骨干出国培训交流或临床教学培训，包括美国哈佛

医学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等一流的学校

和医院。 
这些师资回国后，充分运用所学习到的先进的儿科医学培训理念和模式，承担了儿科学课程建设和

教学实施工作，并承担了儿科学师资培养的教学任务，起到了很好的教学辐射效应，成为一支人员年龄、

学历、知识结构合理，专业技术过硬，教学理念先进的国际化儿科教学师资队伍。儿科学国家教学团队

主编/副主编多部教材及专著，包括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儿科学(第 9 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儿科学(第三版)》、《儿科人文与医患沟通》。 
同时，儿科学系从优秀青年教师中，选拔组建了一支模拟培训师资团队，该团队参与人民卫生出版

社《医学模拟》教材的编著，培训中心主任为中国医院协会模拟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另有三名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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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吴阶平基金会医学模拟部委员。2018 年临床技能中心教学项目《基于高阶新生儿仿真模拟人的虚拟仿

真气管插管实验临床技能培训》获上海市及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2019 年《基于虚拟仿真的小儿

泌尿解剖和手术操作技能在线培训》获复旦大学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临床技能中心年均培训医学本科生 800 人次,本科生借助在线虚拟仿真平台(http://www.ilab-x.com)进行模

拟培训，气管插管实验通过率高达 99.1%，见图 2。 
 

 
Figure 2. The online virtual simulation platform (http://www.ilab-x.com) 
图 2. 在线虚拟仿真平台(http://www.ilab-x.com) 

3. 成效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创新与实践，复旦大学已毕业儿科专业本科生 9 人、高达 56.6%的学生毕业后

进入儿科规范化培养或儿科专业研究生培养，见图 3。截止 2019 年 12 月，复旦大学儿科学系对在读的

所有 120 位儿科专业本科生(2015 级~2018 级)进行未来职业规划进行调研，结果表明：72.6%的学生计划

毕业后计划从事医学相关工作或学习，其中，高达 68.9%的学生倾向于儿科专业方向。期望，我院的儿

科专业医学本科生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经验可供更多院校借鉴，以培养更多的卓越儿科人才，切实改

善国家儿科医生紧缺的现况。 
 

 
Figure 3. The trend of practicing pediatrics among graduates enrolled to univer-
sity from 2013 to 2015 (Note: Proportion for grade 2015 was based on the career 
choices after graduation) 
图 3. 2013 级~2015 级儿科专业本科生毕业后从事儿科的比例变化趋势(注：

2015 级为毕业后计划从事儿科专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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