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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是探讨医学历史、医学价值、医学思维、

医学文化、医学规范、医学认识与实践、医学科学技术

与社会等多领域、多层面、多学科构成的知识、思想、

方法和实践体系，包括以医学哲学、医学史、医学（生命）

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教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

逻辑学、临床思维学、卫生法学、叙事医学、医患沟通

学等学科为主体的众多学科。伴随国际医学人文教育的

发展进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取

得了显著成就，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构

成部分。医学人文及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也成绩显著，

设有相关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校，

注重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在培养目标、师资队伍、

课程体系、教学结构、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各方面都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我国这一领域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培

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医学人文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中仍然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医学人文学科的学科归属尚

不明确，全国各院校间缺乏一致性，部分院校依托医学类

一级学科自主设置人文医学二级学科；（2）专业设置缺乏

总体规划和整体布局，各院校多是参照本校研究生培养方

案和现有师资、教学条件和专业布局确定医学人文及相

关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模式，人才培养体系总体上尚不

够成熟；（3）生源呈多学科、多专业背景的特点，学生知识

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比较普遍，带来研究生培养阶段的问题

和困难；（4）尚未真正形成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导师

队伍，特别是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师资数量明显不足，不

能完全满足医学人文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需求；（5）研究生

学位论文的评价、审核机制尚不健全，各院校基本按照各

自所属的不同一级学科进行论文评审，因此造成评价标准

不一致，难以保证评审结论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公正性；

（6）国内总体上缺乏医学人文及相关学科研究生培养方面

有效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好的经验和做法尚未得到有效

推广。

为了解我国医学人文及相关专业研究生教育教学现

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快新时代医学人文及相关专

业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发展，受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人文素

养与全科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在对我国部分高校进

行全面调研的基础上，2022年 12月 17日召开了“首届医

学人文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培养经验交流暨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形成共识如下。

一、医学人文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培养，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

高质量、追求卓越为目标。强化课程思政功能，深入推进

学科专业调整，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导师队伍水平，严

格教学质量管理。锚定“双一流”标准加强本专业的教

学和课程建设，深化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以提升

教育质量为核心，促进医学人文与医学科学的有机融合，

不断深入探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二、进一步推动医学人文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培养的

学科规范化建设和学位点建制化进程。不断夯实本专业

的学科基础，强化学科的内涵建设，依靠本专业对我国医

学教育的实质性贡献，积极推进医学门类下“医学人文”

一级学科的论证和申报工作。向教育部申请进入《急需学

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并单列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库。

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医学科学技术进步的需求，

各相关院校结合自身办学基础和办学定位，加强专业设置

的顶层设计、科学论证和实践探索。进一步全面加强研

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管理。对培养目标、培养方向、培养

年限、核心课程设置与要求、教学安排、学位论文选题、

撰写与评价、毕业与学位授予标准等进行科学论证，形成

规范、科学和合理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本专业的基

础理论研究，强化医学人文学科专业特点，注重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以临床医学人文胜任力为导向，把握国际学术

前沿，结合我国医学和医学教育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引导

研究生深入探索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

四、要进一步全面加强入口管理，完善研究生招生考

试、考核制度，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强化命

题审核和试卷命制的规范管理，优化初试科目和内容；注

重复试考核中专业技能、个人素养等方面的考核，吸引知

识结构合理和学科背景适当的优秀生源。全面加强出口

管理，健全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科学合理设置培养要

求和学位授予条件；抓住实习实践、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

学位评定等关键环节，落实管理责任，强化导师、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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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答辩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权责，确保研究生培养

质量。

五、要加强医学人文及相关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健全

教师发展体系，通过培养一流教师，建设一流学科、打造

一流专业、产出一流成果，加快实现医学人文学科的特色

发展、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全面加强导师

团队建设，明确导师权责，严格导师选聘标准，健全导师评

价机制，建立完善导师培训体系，切实提高导师指导和培

养研究生的能力；通过兼职、合作、校外以及联合导师等

形式，选聘具有良好专业素养和丰富管理实践经验的专家、

学者担任导师和科研团队成员。

六、优化医学人文及相关专业学术成果和学位论文

的评价标准，建立健全符合医学人文学科特点的内外审标

准、评价方式和审查流程。建立医学人文学科硕士、博

士论文和学术成果评审专家库，论证并形成科学合理的评

价指标体系，对学术成果和学位论文做出科学、严谨和专

业的评价。不宜简单采用医学学科的范式、标准进行评

判，而是应当采用人文学科的范式、标准以及研究属性等

进行评判。

七、要积极了解国际医学教育最新理念，把握全球医

学教育研究发展状况，学习借鉴国外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经

验。要积极搭建多层次交流平台，定期召开研究生培养经

验交流与学术研讨会，推进院校之间合作，共同加强研究

生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推广。要积极向医学教

育相关期刊推荐优秀学术成果，争取重点选题、专栏文章、

专论文章、重点文章、热点文章等方面的组稿和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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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医科大学）、张新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武宇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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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董园园（中国医科大学）、程伟（哈尔滨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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