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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教育承担着为医药卫生事业输送人才的重任，为了满足“健康中国”的战略发展需求，缓解医学人才稀缺的现状，

提升高等医学教育人才输出的质量，亟需根据医学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用以保障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逐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文从高等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内涵出发，重点分

析了目前我国高等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及建议，为进一步探索和构建适合我国医学教

育现状的多层次、科学、合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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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education bears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clinical talents for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To satisfy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lleviate the scarcity of medical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s output 
in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and regularity of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thus to ensur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gradu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opos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ereby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scientific, and sound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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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8 年，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本科医

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该文件规

定了我国医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具体标准。2011年，

依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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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切实推进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

作，确立了新的“五位一体”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

包括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状态

数据常态检测和国际评估，使得本科教学评估工作

不再是一次性的单向评估工作，而是对本科教育评

估制度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在该文件的指导下，教

学质量督导部门在众多高等医学院校相继建立，逐

步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2012 年，我国高等医学

院校相继成立自身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并依据《关

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

干意见》（教高 [2012]2 号）和《关于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2012]4 号）文件精神

逐步完善。

20 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大招生，高

等医学院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教学条件（包

括软、硬件）均得以改善，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

建立关乎高等医学院校人才质量的培养，有利于

更好地协调高等医学院校社会人才需求与办学方

向，有利于应对院校培养高质量人才时面临的诸多

挑战和问题，而其建设理念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1]。 
随着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保障体系逐渐建立健全，

在政府、社会及各高校积极发展教育保障体系的

过程中，教师队伍水平不断提高，评价体系不断

完善，教学质量不断改善，但当前医学教育保障

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剖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高等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

质量保障体系作为一种体系或者制度建设，应

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分析，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就是指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主体（主要指政府、社

会和高校），通过运用质量管理、质量监督、质量

控制、质量审计、质量认证和质量评估手段，所进

行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促进活动 [2]。内部保障

体系是基石，外部保障体系则起着关键性、决定性

的作用 [3]。其中，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指的是高校

内部为保障教学质量而建立的一系列保障制度，一

般包括教学运行制度、教学评价等；外部质量保障

体系是指国家、政府宏观调控，至少包括检测评估

系统、信息反馈发布系统和标准系统三个基本组成

部分。

三、我国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医学评估短板突出

过去 40 年来开展的本科教学评估，无论是

首轮水平评估，还是合格评估、审核评估，其评

估的重点都是对学校以往的教学工作及其成效做

出判断，而指引未来、引导学校未来发展的导向

性略显不足 [4]。实践是高等医学教育重要的教育

过程 [5]，但当前国内医学教育质量评价存在着重

理论教学评价，轻实验、实践教学评价，重教师

教学评价，轻学生学习评价、重总结性评价，轻

形成性评价，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等诸多问

题 [6]。在目前的评估机制中，大多数只关注医学

教育质量发生的过程，未能对隐藏的因素给予高

度的关注，这导致了地方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不能做出全面完整的评估，从而使得

医学教育质量发生的各个环节未能得到有效监控。

在外部质量保障方面，我国曾实施的评估和认证

仅限于部分医学院校，且持续时间不长 [7]。另外，

在医学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医学教育的特殊

性，导致高等医学院校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例如，

在前三年的医学基础知识教学和后两年的临床

知识及技能教学中，质量把控上往往容易出现问

题，伴随着教学场所的变换，学校对实习医院缺

少有效的监管，间接地导致了医学基础和临床技

能教学衔接不够紧密，质量发生的每个环节不能

很好地进行监控，久而久之教学评价和教学评估

工作的开展也越来越难，很难做到客观的评价和 
评估。

（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各个部分没有形成系统性

目前研究普遍认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的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不足，在人们的思想

观念中还存在很多认识误区 [8]。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本身是一个不容分割且紧密相连的整体，然而国

内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却呈现孤立的状态，内外部保

障体系分离，输入、输出系统以及问责系统之间衔

接不够紧密，相互之间基本没有配合，因此，大力

开展学科层面的课程整合和教学投入，加大对学生

学习效果的评估，扩大对学生的支持和服务力度，

立足于自身建设，逐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进

而配合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达到“以外促内，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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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外”的地步，真正发挥地方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各个部分的职能作用。

（三）高校自身开展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有所

欠缺

目前我国主要是依靠政府推动高校内部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而高校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部分高校没有质量主体意识，其

开展自身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有所缺欠缺 [8]。
此外，目前中国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推动着高校

教育多样化、特色化、市场化和自主化，高等教育

管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政府对高校质量保障体

系的管理事无巨细，而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受

益方和评价方，其在市场选择和社会监督方面有所

欠缺。

四、加强我国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

对策与建议

（一）制定和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高等医学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涵盖了教

师队伍质量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与课程

教材建设、诚信学风建设、制定大学章程及完善高

校内部治理结构等十几项工作任务 [8]。完善高校

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既符合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

需求，又有利于满足外部教学评估对高校提出的要

求 [9]。由此，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依据国家相关

政策，纷纷制定了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师工作、教

研室管理等相关制度，但是都不是很全面，任何管

理行为的规范都离不开配套的规章制度和政策的匹

配 [10]。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应当建立教学质量保

障制度和问责制度，仔细梳理学校质量保障工作流

程，明文规定各部门职责，明确惩罚措施，建立自

上而下的问责制度，使得全校的质量保障工作有序

进行，力争质量保障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

一切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惩罚分明。以高等医学院

校自我评估工作为契机，逐步完善我国高等医学院

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二）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价机制，以实践检验

成果

全国各高等学校应该重视质量建设，全方位解

读医学教育的内涵，依据质量保障制度，建立健全

质量保障机构，最好是独立的部门负责全校的质量

保障工作，二级学院和教研室都有负责质量保障工

作的人员，由学校主管部门进行审核，从宏观上控

制学校的教学质量。将全校质量保障工作纳入正规

化、常规化，校内各质量保障部门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确保质量保障工作的公平、公正。同时，应

以实践检验成果，重点对教育成果的质量做出评价，

保障教育过程和成果的一致性，使其评价结果更加

科学、具体，通过对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调查和对学

生成绩的考察以评价其学习结果，并以此作为高校

质量控制的主要依据。

（三）提高高等医学院校自我评估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新性

目前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大多是靠政

府政策驱动的，现在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的自我

评估都依托于教育部的评估工作，自我评估工作

基本是至上而下的被动执行，各个高等医学院校、

二级学院乃至教研室都未能真正思考学校的定位、

办学目标、教学目的以及发展方向。因此，提高

高等医学院校自我评估的主动性势在必行，应该

把高校自我评估放在重要位置。在自我评估过程

中，应该加大教师评估和学生评价力度；外部评

估除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还可以增加第

三方评估，比如同行高校评估、专家评估、行业

评估 [11]。另外，应全面贯彻“以评促建、以评

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原则，

把自我评估工作变成高校的常规工作。高校应该

明确自身教育的主体地位，承担提升教育质量的

重要责任，在各项教育改革举措快速推进过程中，

高校要行动起来，主动求变，应意识到高等教育

的基本常识，加深理解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在

明确自身责任、提高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工作 [8]。

（四）完善多元化评估方式，建立健全以社会中介

为主的评价体系

用人单位、相关的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意

见对于我国高等学校来说至关重要。学校在制定

专业培养方案时要借鉴用人单位的意见，在自我

评估过程中广泛采纳学生的建议，聆听校内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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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心声，充分发挥不同角色的作用。此外，

应健全以社会中介为主的评价体系，我国的专业

认证绝大部分是以政府和教育部为主导，由教育

部选拔相应的认证专家进行相关工作，认证专家

来源于全国各大高等学校，而社会组织和机构基

本没有参与到专业认证和评审的工作中，比如用

人单位、相关的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非官方机

构未能参与到专业认证中。用人单位、相关的行

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意见对于我国高等学校来说

至关重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中介为主的评价体系

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鼓励中介力量，大力发展和完善民间评估机构，

逐步形成社会多元化评估体系。 

（五）进一步完善医学专业认证制度

专业认证制度作为高等医学教育质量保障手段

之一，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建立标准而规范的

专业认证与职业培训考核制度，从而使专业认证制

度成为联系医学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桥梁，相较

完善而悠久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专业认证制度，我

国专业认证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从而促进

我国医学教育保障体系的发展，保障我国医学人才

质量。同时，在实施医学专业认证制度时，应首先

完善认证系统，确保公正公平，组建独立的专业认

证机构，增加相应的司法上诉程序，实地考察人员

的选择。然后统筹外部因素，促进认证健康发展，

需要政府给予高校专业认证的动力与支持，需要以

社会需求为基础制定标准，需要认证高校积极参与

认证过程 [12]，不断落实和发展医学专业认证制度，

使不同的学校充分发挥其特点和优势，提高师生参

与热情，有利于完善和健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保障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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