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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预防医学专业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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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有着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凸

显了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专业人员队伍数量和质量严重不足。为适应新形势需求，如何培养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才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围绕人才体系培养、师资力量建设、课程体系改革、

实践技能培养等方面，分析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初步探索，并提出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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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VID-19 is a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which exerts a huge impact on our public health 
system. Meanwhile, it also highlights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staff in dealing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improve talent training of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is one of major issues to be addressed. This study 
sought to surround the talent system training,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course system reformation, practical skill 
training, etc., to analysis teaching reform of preventive medicine during the time of COVID-19 outbreak, and also 
put forward relate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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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初起，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传染性

强、传播迅速、传染范围广，对于我国乃至全世界

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经济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

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

的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过程中，凸显了公共卫生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性，

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尤其在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员队伍数量

严重不足、质量参差不齐，值得我们深思[2]。医学

教育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培养专

业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高等医学教育作为医学教

育的最高层次教育,肩负着培养高质量卫生人才的

责任和使命[3],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才是公

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是预防、控制和处理突发性

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队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阶段，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

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 号），

对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作出

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高水平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强化预防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实践

能力培养[4]。习总书记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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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着力培养能解决

实际问题的人才。”[5]面对疫情提出的新挑战和世

界医学发展的新要求，我国医学教育在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还存在人才培养结构亟需优化、培养质量

亟待提高、队伍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本文主

要围绕人才目标培养、实践能力培养、专业技术培

养等方面，分析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初步探索，并提出相关建

议，希望为健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提供参考。 
1 加强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提升本科培养数量

和质量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在高等医学院校处于边

缘化，全国 3000 余所高等院校中，仅有 93 所设有

预防医学专业[6]。2019 年软科发布的世界一流学科

排名中，公共卫生教育专业中国内地仅有 3 所高校

进入前百强[6-7]。从招生规模看，预防医学本科生全

国每年招收 1 万余人；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

学科，全国每年招硕士生 2500 人左右，博士生仅 
400 人左右[6]。另外，近 3 年来，相对于我国医疗机

构数量的不断扩增，疾病预防控制（简称“疾控”）

中心专业人员数量明显递减，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疾

控人员数为 1.35，仅是美国的 1/7，这与高校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的招生规模和培养体系直

接相关[8]。从专业人才质量上看，据 2018 年数据显

示，公共卫生专业执业医师学历中，本科仅占

45.1%[9]，高校作为疾控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储备基

地，应加强提升其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新冠疫情的暴发，更加凸

显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在疾病防控方面的重

要地位，国家及各省市已制订相关政策解决公共卫

生人才流失问题，比如提升就业政策的优越性和提

高就业人员的薪级待遇等。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

了要加大高层次专业人才供给，将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相关学科专业纳入“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

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支持范围[4]。因此，从根

本上要从高校本科生培养体系着手，扩大本科教育

规模，加快综合性大学本科预防医学人才培养，培

养一批懂预防、能应急、善指导、易沟通的复合型

人才。 

2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师资力量

较为单薄，教师数量难以满足本科教学需求，体现

在部分专业专任教师数量难以适应学校办学规模，

部分专业师生比过低，影响教学质量[10]。此外，高

水平师资不足，高校尤其是州市和民办高校普遍缺

乏高水平、高职称教师,缺乏高水平领军人才和有影

响力的教学团队，无法开出高水平核心课程；部分

专业的教师学历、职称、年龄结构不合理，外聘教

师过多，且教师学科背景和专业契合度不高[11]。部

分高校公共卫生学院高职称教师给本科生上课比例

不高，部分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为本科生上核

心课程的比例不高[12]。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爆发后，更需要一批具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并培养出一批能在疫情防控一线上作出重要贡献的

高素质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这需要优化人才引进

政策，扩充省属和西部地区院校公共卫生领域的教

师数量，并强化专任教师的职称、学历和导师资格，

注重培养骨干青年教师接班人，加强建立多学科、

多专业背景的公共卫生师资队伍[11]。 
3 深化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目前，大多数的高等院校预防医学专业核心课

程重点围绕传统五大卫生（劳动卫生、环境卫生、

食品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设计，知识结构

不尽合理，国家及省级精品课程、双语示范课程等

总体数量较少，部分高校缺少规范化的教材选用机

制，部分高校教材更新滞后，而且使用高水平教材

比例不高，缺乏对教材使用的评价[13]。疫情背景下，

应根据实际弥补这些课程上的短板，各高校需加强

传染病应急课程体系建设，如将传染病流行病学、

卫生微生物学、公共卫生应急学等纳入核心课程体

系，尤其要加强公共卫生应急学的普及开设，将其

纳入预防医学专业培养规划，有利于培养学生传染

病应急防控理念[14]。在教学方法上，紧密结合疫情

防控特点，根据疫情防控实践加强教学方法创新，

加深对专业课程思政的理解，使其与专业深度融合。 
4 加强预防医学专业与其他多学科专业课程的

结合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是现代医学的

三大支柱，对于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由于课程以

专业课（五大卫生）为主，学生毕业后进入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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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问题时因相关医学知识匮

乏，往往缺少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经验和急救措

施，现场解决事故能力偏低。因此，在医学教育后

续课程整合中，应积极响应“新医科”建设，要主

动培养“医学+”的复合型人才，需要积极推动公共卫

生专业课程与临床医学各学科、心理学、人文学等

多学科进行有机融合，使其符合当下公共卫生所需，

使各学科知识进行有效衔接,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

人才，不仅使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具备充

足的医学知识储备、正确科学思考方式和明确的判

断能力，还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冷静的处

事心理，,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13,15]。 
5 重视并强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课程的实践

环节 
本科预防医学专业的实习课程相对于侧重基础

实验室，即使是与临床专业相关实习课也只是观摩

学习，实际操作机会少之又少。所以，对实际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缺乏详细的认识和了解，在处理现

场应急问题时缺乏经验。针对目前形势，各院校在

进行校外实习时应加强公共卫生专业与疾控中心的

沟通与合作,针对社会卫生需求,跟进实事，制订相应

实习计划，让专业课教学内容不脱离公共卫生岗位

工作需要[16]。重视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实习安

排ꎬ应侧重传染病防控实习，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

生的临床实习改革，如轮转科室必须强化感染管理、

肠道门诊和发热门诊的实习环节。在专业实践改革

上，侧重学生公共卫生基本技能的实践，包括防护

服穿脱、消毒杀菌、现场调查与采样等环节的实训，

加强公共卫生基本实践技能培训课程教育，提高学

生的专业实践能力[17]。 
6 结束语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要坚持预

防为主，实现全民健康。这个战略为公共卫生教育

教学指明了改革方向，预防医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

并重的学科，要求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

法，更能熟悉利用科学知识，以应对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解决实际问题[18]。目前我国培养医学人才

的投入重心仍然是“重临床、轻预防”，仍在努力

推进从治疗疾病为目的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而公共

卫生和预防医学教育就是培养优秀的卫生人才，发

展长远健康的重要部分。所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常态化阶段，为进一步响应“共建共享、全民健康”
的健康中国战略主题，提升人民对健康的意识，应

在当下着手推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教学改革，

向更深层次拓展，向更高质量提升，共同为健康中

国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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