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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多学科办学的基本现况

当前袁我国独立设置的医药院校事实上已经很
少再是单纯型尧专业性单科性院校袁绝大部分高等医
药院根据社会需求已经逐步转型为以传统医药学科

为主体袁经济尧管理尧人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
大学遥在以西医教育为主的独立设置的医学院校中袁
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医科大学袁在发展传统的临床学
科的同时袁近年来先后建立了医政学院尧护理学院尧
外国语学院袁实现了从单科性医学院校向多科性医
科大学的转型遥 同样在具有较高办学声望的哈尔滨
医科大学袁在保持现代医学特色的基础上袁先后创建
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尧人文社科学院尧卫生管理学院尧
生物信息技术与技术学院遥 在以中医药教育为主体
的高等中医药大学袁情况同样如此遥 以南京中医药
大学为例袁近二十年来学校的学科布局从过去传统
的中医尧中药学科已经拓展至中医学尧中西医结合临
床医学尧中药学尧护理学尧人文社会科学尧管理学尧心
理学尧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发展的办学格局袁非传统中
医尧 中药学科的学生数已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远园豫遥
通过对叶圆园员员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曳进行检索发现袁
至 圆园员员年在全国 源远所中医药院校中袁有 猿苑家中医
药院校分别成立了管理学院尧信息技术学院尧心理学
院袁同时设置了对外汉语尧医学影像技术尧医学生物
技术尧食品营养与检测尧运动人体科学尧社区康复尧社
会体育尧体育保健等一批新兴尧交叉学科遥资料显示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圆园员圆年已评出非中医药类的重
点学科达 源缘个袁其中中医文化 员猿个尧管理学 缘个尧
心理学 苑个尧法学 圆个尧信息管理 员员个尧中医外语 圆
个尧中医国际传播学 员个尧中医药工程学 源个袁这标志
着中医药教育内涵已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咱员暂袁多学科
交叉的办学格局已经基本形成遥

二尧多学科办学的利弊分析

渊一冤多学科办学之野利冶
员援 有利于医药人才的现实成长需求
医药事业发展的规律是医药人才培养的内在根

据遥医药学科作为现代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具
有合理明晰的科学内涵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袁保
存有丰富的技术经验遥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袁
医药学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尧知识创新尧技术创新遥
用开放的理念袁吸收人文社会科学尧管理科学尧信息
科学等多学科的滋养袁 通过传统的医药主干学科与
多学科融合袁构建既符合医药发展规律又体现医药知
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学科生态遥一方面为培养
学生知识多元化提供保障袁适应了医药人才的现实成
长需求袁另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对既懂得医药知识又懂
得经济知识尧管理知识尧法律知识尧信息技术知识的复
合型尧交叉型应用人才的需求袁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大
的视野促进了医药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遥

圆援 有利于医药教育更加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尧医疗卫生体制已经发生

高等医药院校多学科办学的分析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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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变革袁疾病谱发生显著的改变袁人们健康意识
普遍提高袁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遥
院校教育是高等医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袁社会发
展的规律和要求是院校教育的依据遥 医药院校无论
是在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或在社会服务方面袁都必须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医学教育规律袁深化医学教育
教学改革袁调整医药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袁坚持以医药
学科为主体袁多学科为支撑袁协同发展袁努力培养具
有医药特色尧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适用人才遥 医药
院校如果不及时改变人才培养模式袁培养的学生就
难以适应当前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要求袁难以适应
发展如此快速尧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遥

渊二冤多学科办学之野弊冶
员援 有可能弱化医药专业的办学特色
特色是一所高等院校办学的生命线遥 特色是一

所学校长期以来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尧文
化传承的特质遥 办学定位尧学科设置是构建特色的
基础和依托遥 医药学科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袁随着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袁自然科学的理论尧方法尧技术转
化为医药卫生行业发展的巨大动力袁为医药学科的
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遥 同时袁医药学科也是直接服
务民众生命健康与安全的一门科学袁执业要求门槛
高尧专业性强尧风险系数大尧人文关怀需求强烈袁面对
医药学科所有的专业特征袁要求医药院校都必须集
中所有的政策资源尧人力资源尧资金资源尧信息资源办
好医药学科的主体专业遥 如果一所高等医药院校袁不
顾自身的办学实际袁 在传统的医药主干学科之外袁过
多地举办相关学科袁 就有可能稀释有限的教学资源袁
分散师资队伍的精力袁弱化医药专业的核心地位遥

圆援 难以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所大学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遥同样袁

一个专业也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袁不能毕其功于一
役遥 高等医药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学术资
源相对同质量化明显袁专业设置单一袁这种传统的办
学状况袁是创办新兴尧交叉专业的先天不足遥 在一个
阶段袁对于非传统学科的突进性发展袁难免会遇到管
理经验缺失袁师资队伍准备不足袁教育资源紧缺袁社
会影响力薄弱的矛盾遥 特别是建立一个新的交叉学
科袁很少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袁也难有一流的师资
队伍可以引进袁存在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现实风险遥

三尧多学科办学的对策与建议

渊一冤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探索学科新的生长点

国家需求是大学发展的动力遥 高等医药院校
在多学科拓展的发展路径中袁 应始终以国家需求
为导向袁以防病治病为关键袁以服务于国家新兴健
康产业为导向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咱圆暂遥 围绕
这一大的战略目标袁 高等医药院校在办好传统的
医药主干专业的基础上袁 应向全科医学尧 社区医
疗尧老年护理尧卫生管理尧医药贸易等相关学科拓
展袁体现医药高等院校的社会责任袁同时袁在这新
的社会发展阶段袁培育独特的袁具有时代特点的新
的学科生长点遥

渊二冤提高多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多学科办学的要义在于学科的关联性咱猿暂遥关联

的策略在于认识学科内部的逻辑关系袁 依靠主干
学科的优势袁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袁根据自身师资
队伍的状况袁进行谨慎尧科学的专业设计和学科布
局袁而不是简单的铺摊子尧上规模遥 关联的判断标
准必须是一头联上医药主干专业袁 一头接上人文
社会科学尧管理学尧信息科学等学科袁在新办专业
中靠得上医药主干学科的优势袁又彰显时代特色袁
体现学科交叉优势遥 新专业设置如果不体现这种
交叉和集成的优势袁对于医药院校的规模尧质量尧
效益的协调发展是有害的遥

渊三冤建立医药高等院校区域教育联盟
建立高等院校区域教育联盟是高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路径之一咱源暂遥 在多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袁靠
一校的一己之力是很难创办出一流的医药学科相

关专业的袁医药院校本身不仅要引进尧保持建立一
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袁 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在区域
乃至全国袁以新兴学科为平台袁以项目为核心袁打
破行政体系袁优化资源配置袁拟定适合各校特点的
学科联合路径袁 利用各种知识背景的人才形成协
同创新团队袁开展队伍联合与知识创新袁建设一流
的医药相关专业学科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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