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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制定发
布《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
引导性专业指南》，设置 5个新医科人才
培养引导性专业，供有关高等学校在增
设新医科专业中参考。这 5个专业分别
是：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老年医学与
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
理、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新专业的设置意味着什么，将对医
学人才培养带来哪些改变，学校、师生
有何期待与诉求？

新在何处？
“交叉融合”是共性特征

多位专家认为，5个专业的增设均是
为了对接国家重大需求，服务健康事业
和健康产业发展新态势，其共性特征，
突出体现为“交叉融合”。

“新设专业以科技发展和职业需求
为导向，通过深化医工、医理、医文学科
交叉融合的教育改革开展人才培养，服
务人民健康的现实意义十分鲜明。”武
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乐江介绍，

“我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巨大，产业
迭代升级迅速。在人口老龄化、医疗服
务需求个性化的今天，社会急需培养更
多复合型医学人才。医疗器械与装备

工程、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属于国家急需
的战略新兴专业，目前专业人才紧缺；
随着慢性病和退行性疾病患者规模不
断扩大，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
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等领域的复合型
人才需求也将不断增加。新增专业紧
贴行业产业发展脉搏，科学研判行业产
业发展需求，很有前瞻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赵世奎认为，5个新设专业，“顺应
了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的新发展态势，促进了教育
链与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
合、有机衔接”，不仅明确了知识、理
论、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培养目标，也
明确了人才培养具体面向的行业产业
领域。

从课程设置上看，5 个新设专业均
属于“交叉融合”：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
专业属于医工交叉，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属于医理信交叉，老年医学与健康、健
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属于医
理文交叉。“新增专业充分体现了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
略方向，职业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乐江
表示。

如何推进？
避免专业培养“拼盘化”

从事老年医学事业多年，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老年病内科主任医师刘梅林十
分关心老年医学人才培养。

“由于老年人心血管疾病、肿瘤、骨
质疏松、阿尔茨海默病等常见疾病多层
叠加，多种药物联用，诊疗矛盾突出，因
此，必须重视预防保健、医疗服务、健康
管理、医养结合、康复护理和长期照护等
新体系的构建，重视交叉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刘梅林对新增的老年医学与健康
专业充满期待，“老年医学与健康是研究
老年人群健康的科学，涉及老年人生理、
心理以及医疗支持、社会保障维护等方
面。课程设计很关键，建议充分考虑老
年人群的需求，为社会培养真正适用的
老年医学专业人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孙志鹏发现，
这些新设专业的主干课程设计与他所学中
医内科学专业有很大不同：“很多新设专业
还融入了工学、理学和管理学，跟单纯的医
学专业相关课程相比，内容更广泛。”

专家们提及，近年来，我国高校医学
专业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截至 2022年，
新一轮医学门类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完

成，最初下设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药
学6个一级学科，而后依次增设了口腔医
学、中药学、特种医学、医学技术和护理
学5个一级学科。

“此次引导性专业的设置，拓展了学
科专业动态调整的空间，是学科专业目
录管理的重大创新。”赵世奎介绍。

对于新设专业如何落到实处、有哪些
事项需注意，赵世奎表示，高校的学科专业
和培养模式是长期积累的产物，具有很强
的历史惯性，动态调整势必会受到高校、院
系、教师局部利益和传统观念的掣肘。

“在主干学科上，医疗器械与装备
工程专业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
学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老年医学与
健康包括临床医学、药学、心理学、材料
学……这 5个引导性专业均包括 3个以
上主干学科，其中不乏‘大跨度’交叉，需
要打破传统的单一学科、单一学院（学
部、系）人才培养的边界，也需要在招生、
评价、师资队伍等方面作出深刻调整。”
赵世奎说，“如何引导不同群体处理好整
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长远利益和
短期利益的关系，确保人才培养走深走
实，避免专业培养‘拼盘化’，是引导性专
业发展将面对的挑战。” □陈鹏

教育部：

增设5个新医科专业 服务健康产业发展

据媒体报道，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创新工程教育的培养模式，把车
间当作课堂、将厂房当作实验室，学院
教师与企业工程师一起讲课，让学生在
工程现场收获新知识。学生们到了车
间及工地，并未感到畏首畏尾，反而如
鱼得水般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互
融合，提高了实践能力。

这一案例告诉我们，仅靠教室里的
理论学习及学校实验室里的仿真实验是
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到生产一线，让学生
看到真设备、真技术、真工艺，发现自己
要面对的真问题，才能练就真本领。要
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动真格的校
企合作。

“校企合作”一直是职业教育的热

词，也是职业教育对接产业需求的关
键。但长期以来，校企合作过程中“校
热企冷”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
决。由于一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热
情不高，部分合作仅限于一纸协议，部
分共建课程走过场、摆形式，远未达到
课程要求。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校企合
作，也仅仅是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场
所，能在学生实习过程中开展一些教学
工作，但在常态化教学过程中，将课堂
搬到车间及工地的情况较少。

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实
质性的校企合作。如何让校企合作动真
格？地方政府要给予企业必要的支持。
动真格的校企合作，需要企业拿出人力、
场地及设备，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的支
持。首先，应给予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
一定的税收减免；其次，建立和完善校企
合作的利益机制和荣誉制度，对于高质

量的合作，应给予企业及校企合作指导
老师一定的荣誉及待遇，激发企业及技
术技能人才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再
其次，应建立和完善学生在校企合作过
程中各项保险制度，解除企业后顾之忧。

学校应主动开发合作市场。在校企
合作中，学校是合作的供给侧，也是需求
侧，是这一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所以，学
校不应坐等企业上门，而应主动作为。
根据培养目标及教学计划，对相关企业
进行深入调研，主动开发合作市场。确
定合作企业后，应与拟合作企业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研发课程、共同制
订课程实施计划、共同承担教学工作。

企业要承担起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
责任。企业的发展靠人才，靠高质量的
职业教育。企业应深刻认识到，是否参
与职业教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
必选题，企业与相关院校是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校企合作过程
中，企业应站在行业发展的前沿，培养一支
由技术骨干组成的面向校企合作的教师队
伍，与学校专业课教师共同研发课程。

让校企合作走深走实。扎实的理论
知识，熟练的仿真实验，是职校生必备的
功底，但仅有这些还不能胜任生产一线
的工作要求。要让学生学到真技能，企
业要舍得在职业教育中花本钱，为课程
实施提供实训设备及教学场地，让学生
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学到能解决实际问
题的技术与技能。

职业教育与企业是相互成就的关
系，没有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就没有高
质量的职业教育；没有高质量的职业教
育，企业就难有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
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高质量
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唯有动真格才能
奏实效。 □吴维煊

到生产一线去练就真本领

近日，咸阳市渭城区民生路学校举行“穿越古今 寻梦诗词”主
题活动，学生们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深刻理解古代诗人的心境，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通讯员 王小伟 摄

本报讯（郭妍）日前，西安汽
车产教联合体暨产教联盟成立大
会在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这
是西安市“政行企校”齐力推进产
教融合结出的又一硕果。

据悉，西安汽车产教联合体
（联盟）由西安市教育局和西安
市人社局共同发起，由西安经开
区管委会、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

头，吸纳行业上下游企业、高等
学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多
方参与组建。

联合体（联盟）成立后，将整合
汽车行业产教资源，统筹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吸引力，
为汽车产业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西安汽车产教联合体成立

本报讯（记者 刘强） 1月10
日，记者从陕西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近日该局举行全省学校食堂及
校外供餐单位有害生物防治培训
会，120所学校及 45家校外供餐单
位的食品安全总监约220人参加。

本次培训邀请有害生物防治
专家，深入讲解校园常见有害生

物的生态习性及特点、有害生物
的综合防治、有害生物防治现场
检查以及杀灭现场的清理、清扫
和修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后勤
服务中心、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
有限公司分别就学校食堂、校外
供餐单位做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
进行经验交流。

全省学校食堂有害生物防治培训会举行

本报讯（张彦刚）笔者 1月 6
日从省教育厅了解到，近年来，陕
西省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新国培
精神，聚焦“提质增效”，推动“分层
分类、自主选学”，赋能全省教师队
伍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省中
小学“三级三类”骨干教师突破9.5
万人，占基础教育专任教师19.3%。

据悉，全省基础教育学校共有
14962所，教职员工59万人，专任教
师近 55万人。为确保专任教师专

业成长，2011年实施“师德为先，骨
干引领，全员提升”的强师计划，有
机统筹“国培计划”、省培项目、专项
培训，构建了“三级三类”基础教育
教师骨干体系建设，即培养省市县
三级的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和教
学名师。2021年出台《关于加强新
时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骨干体系
建设的意见》，计划到 2030年进一
步完善“三级三类”骨干教师体系，
培养造就10万骨干教师队伍。

全省中小学“三级三类”骨干教师突破9.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