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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背景下“双创”教育如何助力医学生创新素
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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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医科”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医学人才，这就为医学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

了更高的任务和目标。论文通过调研医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科技竞赛活动情况，分析“双创”教育在

医学院校的现状，“双创”教育培养模式的成效以及主要影响因素。探讨“新医科”背景下，“双创”教育如何助

力医学生创新素养的培养模式，如何构建一种适合医学生“双创”教育的新模式和新思路，来培养医学生的科技创

新能力和科研思维，提高医学生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的创新能力和解决未来医学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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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in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igh-level medical talents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tasks and goal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olleg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during their school year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uble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ouble innovation” education training model,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Exploring 
how “double innovation” education can help cultivate innovative literacy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cine”, and how to construct a new model and new ideas suitable for “double innovation” educa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in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work,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solve future med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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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背景下 [1]，医疗发展

逐渐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医学教育的目标不再仅限于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正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方向发展，以促

进“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目标 [2]；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

不再仅限于临床专业技能，正逐渐融合文、工、理等交叉领

域的医学创新人才方向发展 [3]。在“新医科”变革的背景下，

催生了医学教育实质性的转变，而医学高等院校作为培养高

水平医学人才的摇篮，这势必要求医学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

模式发生转变，提高教育的质量。在“新医科”变革的背景

下，世界各大高校纷纷推进医学教育的质量改革，推动教学

改革。例如，美国的哈佛医学院，聚焦岗位的胜任能力、培

养职业素养为目标，把培养具有领导才能的医学精英作为发

展使命 [4]。此外，哈佛医学院还开设了“社会医学”，推进

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的学科体系融合，促进学生具备世界

复杂健康问题的医学技术与知识 [5]。

双创教育是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尤其在于激发青年

的创造力，如何培养更多的创新者和创业者是双创教育的核

心命题。那么在“新医科”变革的背景下，如何转变医学创

新人才的培养模式，适应“新医科”的发展和建设？如何评

价“新医科”背景下“双创”教育模式和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的成效？论文针对近五年医学院校本科生对双创教育认知、

执行及收获等，分析“双创”教育在医学院校的现状，教育

培养模式的成效以及主要影响因素。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与对

策，旨在寻找适合医学生“双创”教育的新模式和新思路；

医学院校教师团队如何依托“双创”教育，提升自身的专业

技能和知识发展；医学生如何树立“双创”教育的意识，激

发自身的创新潜能；从而推动医学院校本科“双创”教育模

式的创新与改革，培养能够解决未来医学领域前沿问题的高

层次医学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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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方法

根据论文研究内容和目标，确立对“新医科”背景下“双

创”教育助力医学生创新素养培养模式的研究现状和成效做

出科学的、客观的分析。检索近五年的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

库为基本数据库。以“新医科”“医学生”“双创教育”“培

养模式”“互联网 +”“挑战杯”“创新创业”“科技竞赛”“科

技创新”“医学创新人才”“调查研究”和“医学能力”

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根据文献检索，得到了中国医学生关于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在双创教育模式中的主要相关因素

有“医学生态度”“双创政策认知”“双创目的认知”“双

创前景、需求与理念”“创新创业与医学事业之间的关系”

以及“医学生与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医学院校本科生为

研究对象，涉及临床、公共卫生、检验医学、生物医学工程、

预防医学、生命科学及医学技术等医学相关专业。分析“新

医科”背景下，双创教育在医学本科生培养模式的现状，成

效以及主要影响因素。

3 结果分析

3.1 医学生的基本情况
通过文献调查，共收集了 19805 位医学本科生的信息，

其中男生36.97%，女生63.03%。尽管男生和女生比例差距大，

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他们对双创教育的认知、兴趣以及执行

力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3.2 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认知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认知，主要

包括了双创教育的理念、双创教育的政策、双创教育的目标

三个方面。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理念

和政策一般了解与不清楚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且比例相当

（48.55VS47.75）和（47.55VS43.27），非常了解的人数比

例非常少不足 10%，尤其是对双创教育的理念非常了解的

人数只有 3.7%，说明绝大多数的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认知

意识薄弱，更不用谈医学生主动树立双创教育的意识，从而

反映了学校对于双创教育的宣讲力度欠缺。双创教育的目标

在医学的眼中，主要是开创事业 49.54%、32.01% 的医学生

认为是项目的创新性发明，而医学学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

置的特殊性，使得医学生在思考双创教育在医学生培养中到

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3.3 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执行
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执行，主要包括了意愿、途径、

选题、参赛和培训五个方面。从图 2 中，发现医学生对双

创教育的兴趣和意愿是非常高的，只有 13.98% 的学生对此

毫无兴趣。但是，从参赛的情况看却不尽如人意，因为有

61.29% 的学生并不参加比赛，而且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有 21.62% 的学生中途选择了退赛；再对学生选题分析发

现，选题主要来源是教师课题 36.26% 或者是教师指定课题

40%，这是否违背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兴趣？这是否因为

课题的难度，成为学生不参加比赛或者中途退赛的原因呢？

在双创教育的认知分析中发现，学生对政策并不是很了解，

再对医学生获取双创教育的途径上可以看出，58.14% 是通

过教师宣讲而得知，但是仍有 24.79% 的学生对此毫不知情；

从双创教育的培训上可以看出，43.04% 的学生没有参加过

任何的双创教育培训，能有 5 次以上培训的学生也仅仅有

7.59%。可见，学校对于学生的双创教育的宣讲与培训意识

薄弱，与学生意愿的高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从医学

生对双创教育的执行情况发现，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情绪表

现高涨，行动上并不是很积极，主观能动性欠缺，是否可能

与医学学科的专业设置或者传统医学的特殊优越感的因素

相关 [6]。

图 1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认知图

图 2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执行图

3.4 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收获
通过分析医学生的认知和执行情况，双创教育是否助

力了医学生的培养，成效如何呢？我们统计了参加双创大赛

的的学生的体验感，结果如图 3 所示。双创教育助力医学生

的培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收获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单一某

方面的提升，尤其是科研思维和临床技能的提升是学生最认

可的，这就是双创教育激发了人的创造力的体现，结果中还

发现 0.59% 的医学生对创业有了兴趣和意识，这体现了双

创教育的核心命题——培养更多的创新者和创业者，在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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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展现出良好态势的发展。

图 3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收获图

4 问题分析

随着医学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的提高，学生的积极主

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信息共享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

时代，学生善于发现医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运用先进的科学

技术解决问题，结合医养健康产业选取具有临床应用意义的

产品设计与研发，挑战综合性强、有技术含量的任务。但是

通过统计发现，大部分的医学本科生对双创教育的意愿兴致

很高，但是主观能动性和行动力上欠缺，反而对医学技能的

学习有更高的积极性。传统教学理念模式下和教育体制下，

医学生的创新意识、科研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得到

全面的发展和激发。大部分的医学生拘泥于书本知识和临床

传授，发展自身的专业技能，科研思路和方法欠缺，以至于

忽略了新科技与创新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在执行过程

中，因为科研本身的难度、自身管理统筹能力不足和不迫切

的科研需求，会出现焦虑、疑惑、打退堂鼓、半途而废的现

象。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医学生学业繁重，时间和精力有限，

在实验技术和科研能力方面缺乏系统的培养与指导，对待问

题只能究其表。医学生还需面临的亟需问题是就业压力，随

着医学生就业学历要求的大大提高，考研成为大多数医学生

的选择，在考研的压力下，很多的医学生会放弃科研素养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过多的关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生缺

乏了对科研与大赛的主动性，错失了双创教育提供的平台和

机会。

“新医科”背景下的双创教育主要是创新人才的培养。

目前，医学院校的教育模式大多以传统的教师授课为主，课

程之间缺乏衔接性，知识体系之间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在学

习专业课程之后，学生关注点在专业技能学习，而非课程之

间的衔接性和系统性。医学学科本身就强调学科与学科之间

的独立性，与文、工、理的融合现在依然存在学科之间的专

业壁垒，使得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程度不够 [7]。“新医科”

背景下，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强调临床技能学习，而是越

来越倾向于创新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学科交叉融合度低成

了医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此外，新兴技术、新

兴产业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兴的智慧医学、精准医

学等成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和需求，这势必就要培养卓越

的医学人才，运用新兴技术解决未来医学问题。这对教师的

医学专业水准，把握医学热点敏感度和新兴技术的把握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利用双创教育的平台和机会，去提

升教师的能力，捕捉新兴技术与医学的交叉融合点，是挑战

也是机遇。所以，新兴技术在传统的医学教学中融合性和体

现性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医学生对于双创教育的认识仅仅体现于参加大

赛，去丰富实践空白，培养自身动手能力，实验精神和积累

经验等。但是，绝大多数医学生对双创教育的政策不了解，

不清楚，即使参加了大赛，也只是为了竞赛而竞赛。但是，

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是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是培

养有温度有灵魂的卓越医学创新人才。所以，医学生的培养，

双创教育的核心使命与医德培养要贯穿始终，把“以人为

本”的思想和健康目标优先作为双创教育助力医学生培养的

首要目标。在双创教育的宣讲过程中，要把双创教育的核心

命题与人文素养协同融汇，为医学生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

的规划起到引导作用。所以，“新医科”下的双创教育助力

医学生的培养，让医学生更清楚的去认识什么是双创教育，

这有待学校、教师和学生去搭建共享平台，弥补宣讲力度的

薄弱，让学生更充分的了解双创教育的政策和探索双创教育

的内涵。

5 对策研究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人民对医疗的需要不仅限

于防病治病，更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所以，临床

诊疗医生的培养，不仅仅是诊疗与科研的复合型人才，更重

要的是要聚焦培养具有新理念、新意识、新体系的有灵魂有

温度的卓越型和创新型的医学人才。因此，了解当代医学生

对医学技能与医学发展的需求，提升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

新素养，是当代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

“新医科”背景的提出，就要树立医学科学教育的新

理念。树立以人民大众健康为目标，把“新医科”的医学教

育从传统的以疾病治疗为主的教学模式，扩展到疾病预防、

治疗、康复以及康养，将促进人类健康的新意识融入医学教

育中，为健康领域的发展着重培养各类医学人才保障。作为

医学高校要将“新医科”的新理念融合到医学教育的各环节

和阶段中，健全医学人才的新意识发展，牢固树立“大健康”

教育的理念，抓好人才质量的培养。双创教育与“新医科”

融合发展，是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尤其在于激发青年的创

造力。因此，其政策和目标在学校的宣传不能仅限于以参赛

为目的，而是要真正的将双创教育的核心命题——如何培养

更多的创新者和创业者，落实到学生的培养中，让学生从自

身意识到“新医科”背景下的双创教育新理念的真正含义。

双创教育的目的是激发人的创造力。作为医学高校如

何搭建激发创造力的平台呢？这对医学科学教育学科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医学学科要创新发展，就要与文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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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技术和新知识进行交叉融合，构建医学学科的新模式和

新结构，推进医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尊重医学的

科学发展，充分展示出医学的完整性和人文情怀。

医学人才的培养不仅限课堂的教学环节，在教学的全

过程中要搭建教师与医学生的教育学习平台，让学生主动的

参与到平台中。平台中不仅要将医学生的医德培养贯穿于整

个教学环节，还要构建不同的理论学习模块，将医科与文、

工、理交叉融合，完善医学的教学机制，探索医学与新技术、

新专业之间的创新点和起始点，发展新时代健康需求的智慧

医学、精准医学以及医学的科研成果转化等新的模式与结

构。学习平台的搭建让学生清晰地认识到“双创”教育的核

心使命，在科研素养和创新意识培养中如何树立自信，规划

目标，激发兴趣。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平台对学生的进行正

确的监督与引导，开发医学生的发散思维，强化专业与激发

创新并行。

双创教育在医学生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生参与到教

师的科研中，参加到各种各样的大学生科技竞赛中。以赛促

教，以赛促创，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三项奔赴。学校不仅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政策解读、经费支持和大赛环境；教师

也提供了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启发学生解决困难任

务的思路；最重要的是学生自身的主动性。一个赛事的参加

会面临很多问题，学生要会自己主动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新思维、逻辑思维、发散

思维及批判思维会被激发出来，并将科学的思维模式、新技

术、新专业知识相融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创新能力的提

升。在实际大赛的任务参与中，学生更能体会到医德的培养

是做有灵魂有温度医生的前提，医学的目标从治病救人提升

到了人类的大健康，新时代的“新医科”的双创教育承载了

国家的人才战略需求与人民的幸福安康。

6 结语

“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虽然“新医科”

的名称有了“新”字，双创教育也为其培养提出了新的理念

和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医学的突围，但无论是“新医科”

还是传统医科其本质是“医科”，是以保护人类的健康为目

标，以预防和救治人类的疾病为研究的科学内容，这与传统

的医学具有“接续性”和“同一性”特征。“新医科”与双

创教育的推进与融合，要把握好“新”的特质，在医学发展

的道路上不断提出新理念，新要求，新专业。从最初单纯的

生物医学模式，推进新医学的创新与融合，把单纯的生物医

学模式，调适到符合人类的心理需求，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

医学模式，让“新医科”的发展更符合人类健康需求的医学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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