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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建设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余　珊，缪希松
（昆明学院 医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为总结医学院校并入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经验，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对其建设模式进行探索．
结果显示，合并后，在生源、师资队伍、教学及科研、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但尚

存在集权管理对医学院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削弱、对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关注不足、附属医院管理程序

复杂等问题．建议在合并初期实行集权式管理，而合并之后一旦内外环境稳定，应及时实施分权管理，
更好地尊重医学教育的特殊性与完整性，促进医学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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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学院医学院是云南省仅有的３所公立综合
性本科院校中的二级医学院之一，也是云南省唯一

一所由原中专卫校整体并入综合性本科院校而成立

的医学院．经过７ａ的建设和发展，该医学院在教
学、科研、师资队伍和专业建设，以及校内外实训

基地建设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并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
昆明学院医学院作为云南省高等医学教育的一

种新模式，因此对该类综合性大学二级医学院的建

设和发展方式进行探索，并总结相关经验，同时分

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困难，以期为同类院校的建设和

发展提供参考．

１　昆明学院医学院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年４月，原昆明市卫生学校整体并入昆
明学院２０１０年７月，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成立了
昆明学院医学院．目前，医学院已开设护理学、药
学、医学检验技术 ３个本科专业，以及护理、助
产、康复治疗技术３个专科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达
１５３６名．有专任教师７３名，其中博士１４名，硕
士３８名，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为
７１２％．同时建设了省内一流的医学实践教学平台
及１个校内内设医学研究机构—分子医学研究中
心．此外，有１所直属附属医院，４所非直属附属
医院，２７所教学医院．



２　并校前后医学学科与专业整体状况比较

２１　生源质量大幅提升
原昆明市卫校属中专层次医学教育，招收初中

毕业生，生源质量较差．并校后，按照二本或一专
招生，生源质量得到大幅提升，且医学院各专业招

收学生录取分数在昆明学院均排名前列．以２０１７
年为例，医学院本科专业理科录取最低分平均超过

投档线６２５５分，位列昆明学院第１；文科录取最
低分超过投档线６０５６分，位列昆明学院第４．
２２　师资队伍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并校前，原昆明市卫校有专任教师８３名，其中
有硕士学位的教师１５名，占专任教师总数１８％，无
博士学位教师．副高职称教师２１名，占专任教师总
数２５３％，无正高职称教师及学术技术带头人．并
校后，医学院经内培外引，在７３名专任教师中，其
中博士１４名，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达
７１２％．正高职称教师５名，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占
专任教师比例已提高到４１３％．并且培养了一批学
术技术带头人，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１人、
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１名、云南省学
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１名、昆明市学术技术带头
人２名、昆明市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３名．
２３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原昆明市卫生学校并入昆明学院之前，教育教学

研究项目较少，无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并校后，利
用综合性本科院校的资源和优势，医学院逐步开展了

教育教学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７ａ年间，共获
得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３项、省级教学质量工程
项目９项．同时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项、省
级精品教材奖１项．主编系列教材３套１６册，其中２
套在国家Ａ级出版社出版，并在省内外高校广泛应
用．参加全国高校多媒体课件大赛的教师获二等奖１
项．在云南省高等医学教育学术年会交流中，获优秀
论文一等奖１项．此外，近３ａ来，护理、助产专业
毕业生参加全国执业护士资格考试通过率平均达

９９％．而护理专业作为昆明学院唯一一个通过省级认
证的专业，获得了最高级别—五星级专业称号．
２４　科研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科研平台建设方面，原昆明市卫校科研基础薄

弱，无市级以上科研项目立项或获奖．并校后，成
立了校内研究机构—分子医学研究中心，学校投入

１０００多万元，建设医学科研平台，已建成分子、
细胞、药物、动物、组织工程５类实验室，建设了
云南省骨代谢疾病研究中心、云南省分子诊断研究

中心、云南省干细胞技术应用研究中心３个省级研
究平台，以及昆明市防治骨代谢疾病药物研究科技

创新团队、昆明市骨代谢疾病及药物干预重点实验

室、昆明市博士后工作扶持站、昆明市防治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重点实验室等４个市级研究平台．并且
依托平台组建科研团队，在科研项目立项及获奖等

方面有了明显突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１项，省科技厅重大
专项２项、一般项目７项，市重点项目５项、一般
项目５项，科研经费累计达１０００余万元．同时获
得省级科学技术奖２项 （排名第４和第７）、市科
技进步奖６项 （主持）．此外，获国家发明专利２
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９项、软件著作权６项．
２５　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长足发展

原昆明市卫校实验教学中心的建筑面积仅为

６０００ｍ２，实验设备总值３００多万元．并校后，学校
投入５７４１９万元建成医学形态学、医学机能学、临
床技能实训中心３个校内实验教学平台，共建成各
类实验室及实验准备间 １０２间，建筑面积已达到
１８３万ｍ２，其中临床护理实验室为云南省临床护理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实验室完全能够满足基
础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

医学检验学、药学等专业及学科的校内实践教学

需求．
此外，原昆明市卫校无附属医院，仅有教学医

院及实习医院．并校后，已建成直属附属医院
１所、非直属附属医院４所、教学医院２７所，充
分保障了医学类专业学生校外实践教学质量．

３　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建设的相关经验

３１　利用综合性大学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优势
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产物，综合

性、实践性极强．医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生命
科学、人文与社会、信息技术等众多学科的相互渗透

和融合［１］．综合性大学一般均设置生命科学学院、数
学系、化学系、物理系、信息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外语学院等院系，并开设相关学科课程．综合性大学
具备的这种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的优势，与医学

发展的趋势吻合，医学院可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学会

借力，将相关学科的师资、课程、科研、文化等资源

为我所用，促进医学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发展．
３２　利用综合性大学的平台改善师资队伍结构

师资是医学院校建设发展的关键资源［２］．并
校后成立的医学院要利用好综合性大学的平台引进

高层次人才，同时加强对原有师资的培训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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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并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自

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师资，与医学学科师资相

互交融，增强医学教育师资团队的整体实力．
３３　共享综合性大学的办学资源

综合性大学原有的化学、物理学、数学等自然

科学实验室及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对医学院实验室

有良好的补充，其师资及实验设备为医学院各专业

的自然科学类及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实验教学提供

了成熟的教学条件．此外，医学院原有的图书资源
偏向医学类，且数量有限．综合性大学图书馆藏书
量大，人文、社会、理工类等图书信息资源丰富，

可供医学院师生使用，实现资源共享、互补．
３４　主动融入综合性大学

合并及融入综合性大学，对医学院来说，是一

个比较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随着校区的整体搬
迁，人、财、物的实质性合并，原有管理机构重

组，后勤及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员、自然科学学科教

师分流到学校相关部门．重组后的医学院仅保留教
学、科研、学生管理部门，从一个完整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学校转变为一个教学单位，管理的重心

从全面管理转移到教育教学改革，科研及师资队伍

培养，学科专业建设方面．要实现这种转变，管理
者及一线教师的思想工作至关重要．因此，新组建
的医学院管理团队要以大局为重，通过组织各种教

育、学习活动，带领教职工主动融入综合性大学，

同时转变教育理念及管理理念，将医学院的发展与

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实现目标与办学定位的

统一．
３５　争取学校对医学院的支持

并入综合性大学后，必须与学校管理层反复沟

通，使学校领导充分认识到医学教育的特殊性．通
过多次汇报，请学校领导到医学院调研，得到学校

对医学院发展的支持．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学校优
先支持医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教师在职提升学历

及进修访学，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师资队伍结构．
同时在学校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支持医学院在

两年之内新建了固定资产总值１亿多元的实验教学
中心．通过学校对医学院软硬件建设方面的支持，
为医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４　存在的问题

４１　集权化管理影响医学院发展的主动性
并入综合性大学后，学校实施的是集权化管理，

不仅管理医学院的发展规划、办学定位、院级干部

班子配备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而且还将教学、科研、

人事、财务等常规管理纳入学校统一管理．虽然做
到整齐划一，但医学院在内部管理上没有太多自主

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３］．
４２　医学教育的特殊性未充分体现

由于实施教学统一管理，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课程建设计划等教学管理中按照理科类院系

进行管理，强调共性多，注重个性少，忽略了医学

教育的内在规律及实践性强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医学教育的质量．
４３　附属医院管理环节增加

附属医院由综合性大学进行管理，医学院仅仅

作为联络机构及临床教学的具体实施单位．管理环
节增加、成本增大、效率降低，同时医学院与附属

医院的协调难度加大［４］．

５　建议

在学校合并初期，实施集权制管理，有利于统

一发展目标和办学定位，以及医学学科与其他学科

的交叉融合；有利于师资、实验室、图书等教学资

源的综合利用与共享；也有利于学校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但随着合并后内外部环境的稳定，综合性大
学要及时实施分权制管理，即学校负责对医学院的

宏观管理，将管理重心下移，使医学院有相对独立

的办学自主权，能够按照医学教育的内在规律实施

教育．此外，既要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的优
势，促进学科融合，资源共享，又要尊重医学教育

的特殊性以及从基础到临床的完整性，这样才能促

进高等医学教育的健康发展［５］．
医学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合并，在国内其他省市

已经有１０多年的历史，各校都有自己的发展经验．
而云南省医学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合并，还仅仅只是

个例．作为高等医学教育的一种办学模式，其发展
过程的相关经验值得总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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