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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胜任力的 i-FIRST 人才培养：医学研究生终身学习能力

马丽亚　谢万灼　佟红艳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浙江杭州　030000

摘　要：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终身学习能力成为医学研究生必须具备的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也成为高等医学教育

的重要目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入有益措施，以发展医科大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多种形式

的教学方法，更好地促进研究生终身学习，为研究生终身学习提供更多的途径，营造良好的终身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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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社会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子技术等新技术不断改变医学教育生态，人口老龄化、疾

病谱、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等变化给维护促进健康带来一系

列新的挑战。世界正在走向知识社会，新的教育趋势正在出

现。终身学习是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普遍要求。建设“全

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

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提出的我国教育

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1]。第三代医学教育改革中明确指

出 : 要以核心能力为导向，循证医学为载体，终身学习为目

的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2]。我院依托国家医学中心的平台，

以培养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复合型医学人才为目标，提出具有

特色的“i-FIRST”教育模式，通过“一心五化”举措，培

养兼备职业素养、专业知识技能、沟通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教学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数智化能力、国家化能力、领导

力等十大核心胜任力的临床医学研究生。其中终身学习能力

是贯穿医学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始终的一项非常重要的

能力，本文将重点阐述终身学习能力的概念、重要性及我院

提升医学研究生终身学习能力的新举措。

1. 终身学习的概念

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对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最简明的阐述。终身学习是指社会成员为适应社

会要求和实现个人发展的需要，贯穿于一生的持续的学习过

程 [3]，强调终身教育思想的树立，使学生掌握多种学习方法，

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养成主动的、持续探索的、不断更新的和

优化知识的良好习惯。终身学习能力是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和

发展的个人心理特征，确保学生的终身学习。从医学学科发

展特点和人才发展规律分析，医学技术类人才终身学习能力

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自主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信息

搜集处理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独立思考和创新

能力等 [4]。学习不单是知识的摄取，而是将知识内化为自身

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5]，获取的新经验和原有经验的

相互融合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更新、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和学以致用的习惯。

2. 终身学习对医学生的重要性

医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使命是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其首要任务是培养和造就一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高水平卫生人才队伍，这支人才队伍需要具备崇高的职业

素质、强大的实践能力和伟大的创新精神 [6]。新时代的医学

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因为医学各学科的发展速

度非常快，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

以不断补充学科的前沿知识。因此，医学研究生在日常医疗

实践工作中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是非常必要的。终身学习能力

的培养不仅是新课程改革的导向，也将成为高等医学教育的

重要目标。

3. 提升医学研究生终身学习能力的新举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打造一流的教学平台，

在提高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我们为大学生提供终身学习

机会。搭建更广的平台，营造更好的终身学习氛围，从而提

升研究生的终身学习能力，更好地促进研究生终身学习。

3.1 打造一流教学平台，培养终身学习能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是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

训示范中心、首批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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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首批国家外科基础技能提

升项目培训基地、“中国精英教学医院联盟”创始成员单位。

拥有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 23 个（重点专业基

地 6 个），国家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基地 8 个，国家级

继续教育基地 2 个，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 - 香港外科

医学院联合认证的高级医师培训基地 2 个。我院建成集医、

药、临床一体化的国际医学创新转化平台。从基础研究、转

化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临床需求为驱动、前沿技术作

引领、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体制机制为支撑，形成产学研

一体化新平台。完善的教学平台为培养研究生的终身学习能

力奠定了基础。

3.2 多途径培养医学研究生的终身学习能力

我院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医学研究生对专业现状、学科

前沿及生命科学前沿有深刻认识，提升医学研究生的终身学

习能力。①把握专业前沿：平均每月一次邀请国际顶尖专家、

国内知名院士以及知名专家学者授课，涉及科研、基础、临

床，不同学科的交叉，让医学研究生可以充分了解国内外学

术进展，掌握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科研思路，寻找科研灵

感。②贴近专业一线：每周开展学术讨论、开展教学查房、

开展多学科疑难病例讨论。在医学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我

们学校积极采取有利于学生培训的措施，教授终身学习能力

的方法包括临床案例讨论（CPC）、基于问题的讨论（PBL）、

基于案例的学习（CBL）和基于探究的教学实践（RBL）和

基于团队的教学方法（TBL）的应用活动中，丰富了教学

形式，更好地促进学生深入学习。③参与临床研究：鼓励

学生参与临床研究项目，收集临床数据，指导学生撰写论

文，使学生致力于临床卡脖子问题研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

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例如 NATURE（IF: 69.503）、

CELL RESEARCH（IF: 46.295）、MOLECULAR CANCER（IF: 

41.444）、JOURNAL OF TRAVEL MEDICINE（IF: 39.194）等。

④培养创新型、交叉型、综合化的卓越研究生：让研究生参

与产品研发，研究成果纳入专家共识，例如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疗法（CART）治疗成人急性 B 细胞白血病的专家共识；

加速企业完成新药产品研发及生产转化；校企联合申报国家

发明专利 8 项；以及参与专著编写。

3.3 以赛促学

医学研究生作为住院医师在临床科室轮转，为鼓励他

们扎实临床知识技能，追寻卓越思维和创新，以赛促练、以

赛促思、以赛促学，我院定期举办院级教学比赛：病例汇报

大赛、临床技能比赛、临床思维竞赛、辅助检查结果判读比

赛、叙事医学征文活动演讲比赛、Up-to-date 案例大赛、英

文讲课比赛等。

病例汇报大赛为住院医师提供一个锻炼自我、展示风

采、共同交流的舞台。住院医师汇报的病历都是自己在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亲身参与管理的真实临床病历，不仅

充分展示了临床思维，更是专业素养、医德医风、人文精神

和表达能力的体现，使住院医师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提升

诊疗水平及服务患者的意识。例如，在 2023 年浙江省医师

协会住院医师病例汇报大赛决赛中，我院的陈同学以《溯本

求源守初心》为题，讲述了一个关于法布雷病的故事，经过

溯本求源、抽丝剥茧，深入分析病因，从心源性、运动相关、

药物性以及系统代谢性疾病角度进行鉴别诊断，加上与患者

充分沟通，最终做出诊断，展现了住院医师扎实的临床功底

和缜密的临床思维，并获得了第一名。

从 2023 年至今，我院举办了两届叙事医学征文比赛，

参赛医生以生动鲜活的叙述书写病人的疾苦和体验，讲述

临床故事，对诊疗行为的思考，体现了对病患的人文关怀，

使医学人文渗透临床和教学过程，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医疗

模式。

我们也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多项全国比赛，近几年我院

学生斩获了多项大奖：全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第一届

进入全国前六、第四届华东区竞赛特等奖、第五届华东区竞

赛二等奖、第四届华东区竞赛特等奖和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第八届全国总决赛二等奖、第十届八年制全国总决赛银奖。

通过“赛有所学，学有所得”，我院将继续加强教学内涵建设，

以小见大，营造良好的临床思维、循证医学、医学人文教学

氛围。

3.4 学术交流

我院建立常态化医学人才海外研修机制，提升学生全

球胜任力和竞争力；为学生搭建全方位国际化交流平台：境

外高校联合培养、交流学习；参加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参加国际会议小组讨论，参与国际合作临床研究项目、参加

高水平国际会议并作学术报告；参加线上国际交流会议。

医学研究生在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过程中，与专家

同行交流研究成果和经验。通过学术交流，研究生可以了解

其他人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发现新的研究思路和灵感，并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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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例如每年的美国

血液年会、欧洲血液年会为血液届的国际盛会，我们鼓励研

究生积极参与投稿，被选为口头报告或壁报的优秀成果，将

有机会去参加国际交流，这为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

生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老子》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培养医学

研究生，既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知识，使之具备扎实的基础，

更要传授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使之具备终身学习能力，

“鱼渔双授”，才能培养出适应学科前沿发展的人才。我院

作为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聚焦新时代医学教育

高质量发展，坚持“全人教育”理念，把回归常识、回归本分、

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作为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遵

循，激励医学研究生终身学习，不断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要

求的高素质医学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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