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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云南省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建设现状，对其总体情况、教学条件、教学管理与实施情况

等４个方面进行调查．发现附属医院教学资源总量与高等医学教育规模基本适应，附属医院大部分已建
立较为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但存在临床教学师资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教学改革研究较少，高
校与非直属附属医院管理关系尚未理顺等问题．建议加强对附属医院建设的宏观指导，建立准入、定期
评估和动态管理退出机制，对附属医院进行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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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教学是医学教育的关键环节，而附属医院
是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实施的主要场所．附属医
院建设的数量及质量与临床教学质量密切相关，对

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１］．因此，通
过对云南省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进行调查，掌握

其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

为云南省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宏观管理及指导高校

建设适应本省高等医学教育发展所需要的临床教学

基地提供决策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调查对象为云南省所有高等医学院校及综合性

大学医学院的直属和非直属附属医院．
１２　方法

根据云南省附属医院审定合格指标体系及考核

评估指标体系，制定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
包括云南省各高校附属医院的总体情况、教学条



件、教学管理现状、教学实施情况等．发放问卷
５６份，由各附属医院教学科填写，回收５６份，不
合格问卷返回重填，因此有效问卷为１００％．
１３　数据分析及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及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附属医院的总量、层次及类型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云南省有医学类专业招
生的高校共１８所，其中，本科院校９所，专科９
所．本科院校中，公办院校５所，民办高校４所；
专科院校中，公办学校６所，民办学校３所．所有
高校医学类在校学生总数为 ７３９９０人，其中，本
科３９６９５人，专科３４２９５人．１８所高校中１３所高
校有附属医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新增附属医院３９
所，现附属医院总数为５６所，其中直属９所，非
直属４７所．按照医院级别划分，“三甲”医院３６
所，“三乙”９所，二级１１所．按照医院类别划
分，综合性医院３９所，专科医院７所，中医医院
１０所．
２２　附属医院教学条件基本情况

近３年来，５６所附属医院年均门诊量为３６０４５
万人次，年均出院１００４１万人次，年均手术量８６２
万台．临床医师总数２６８３９人，医师学历构成为：
专科 ４５０６人，本科 １７５０８人，硕士研究生 ４２０７
人，博士研究生６１８人，本科以上学历医师占医师
的比例为８３２％．医院总编制床位数６４７４４张，开
放床位数７６３４６张．２０１７年云南省高校医学类在校
学生数为７４１２２人，生床比为１∶１０３．
５６所附属医院近３年投入改善教学条件的总

经费为４４７４３万元，其中投入最多的为５１０万元，
而最少的为 ５万元．所有附属医院共有教室 ４３６
间，有座位数 ２６１１７个．有专用示教室 ９７１间，
学生值班床位２８５７个．图书购置经费１３７９１万
元，其中投入最多的医院为１００万元，最少的为１
万元．图书馆占地面积 １９８１１２３ｍ２，共有藏书
１７０２万册．４７所医院有电子阅览室或计算机网络
联网服务．除３所医院无学生宿舍外，其余５３所
医院共有学生宿舍２０５０间，总面积７４５９６８７ｍ２，
可用床位数１２５９４张．共有投影仪１０４７台，多媒
体计算机７９３７台．３９所医院有手术室闭路电视，
５０所医院有录像设备．５６所医院教学设备总值

３４８亿元．５２所医院有临床技能实训中心，总建
筑面积５３５００ｍ２．共有教学模型９３７６台，教学模
型设备总值２３７亿元．５５所医院认为教学设备能
满足教学需求．近３年５６所医院年平均接收实习
学生２１７３９名，其中，本科生１００６７名，专科生
８９７６名，中专生２６９６名．

５６所附属医院实习学生专业排名前５位的是：
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护理学、药学、医学影

像学专业．而中西医结合临床、中药学专业实习生
较少．５６所附属医院中，接收省外高校的医学类
专业学生实习的医院有１６所，该部分学生大多为
自主联系医院实习，而７１４％的附属医院仅接收
省内高校实习学生．实习中平均每个学生管床位
６９张．直接带教老师总数２２０７６人，其中正高级
职称１７６３人，副高４２１９人，中职及以下１６０９４
人．带教老师学历结构为：博士 ３４６人，硕士
３３３１人，本科及以下学历１８３９９人．
２３　附属医院教学管理状况

所有附属医院均有医院、教学科、教研室三级

教学管理机构及岗位职责．有５５所医院对教学科进
行了考核，其中：每年考核１次的医院为３２所，占
５８２％；每年考核１２次的有１０所，占１８２％；１１
所医院为不定期考核，占２０％．有５３所医院教学科
对教研室进行了考核，其中，每年考核２次的为１４
所，每年考核１２次的为１１所，每年考核１次的为９
所，１９所医院为不定期考核．所有附属医院均有教
学管理制度，其中有５３所医院认为教学管理制度完
善，仅有２所医院认为还不完善．所有医院均对带
教老师进行过培训，其中２１所医院每年培训２次，
占３７５％；１１所医院每年培训４次，占１９６％；２４
所医院每年培训１次．４８所医院按照二级学科科室
设置组建教研室，占８５７％；８所医院按照三级学
科组建教研室，占１４３％．
２４　附属医院教学实施情况

所有医院均对实习学生进行了岗前教育，且培

训内容将医德医风教育贯穿始终．５６所医院均开
展了以下活动：１）对实习学生开展病例讨论，其
中２５所医院每两周１次，１５所医院每周１次，１１
所医院每３周１次，５所医院为不定期；２）开展
专题讲座教学，其中１６所医院每周１次，２７所医
院每２周１次，１３所医院为不定期；３）进行教学
查房，其中２０所医院每两周１次，１８所医院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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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次，８所医院每３周１次，其余为不定期；４）对
学生进行临床操作指导，其中２８所医院为不定期，
１２所医院每两周１次，１６所医院每４周１次．此
外，５１所医院组织了集体备课，其中３８所医院为
不定期进行，６所医院每４周１次，４所医院每３
周１次，３所医院每两周１次．４３所医院收集了教
学病例，其中内科１２７２２份，外科１２８２３份，妇
产科６８０８份，儿科５６３７份，其他科室４９７２份．
２５　附属医院科研情况

５６所医院近３年共发表教研文章２４８０篇，其
中，普通期刊１３３３篇、４６７篇中文核心期刊、６４６
篇中文科技核心期刊、３４篇 ＳＣＩ．３３所医院有教
研课题立项，总计４７６项，其中院级４９项、校级
３２７项、市级４９项、省级４２项、国家级９项．２６
所医院有教学成果，总计 １８４项，其中校级 １３１
项、市级 １６项、省级 ３７项．出版教材的医院有
２１所，主编６４册，其中国家级出版社１４册、省
级出版社５０册，参编１６６册．

３　讨论

３１　附属医院建设发展迅速
从调查结果和统计数据来看，近３年来，云南

省１８所高等医学院校新增附属医院３９所，增长率
达２２９４％，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全省高校附属医院
已达５６所，其中 “三甲”医院占６４３％，在校医
学类学生与附属医院病床总数比例大于１∶１，平均每
个实习生管理床位数为６９张，已超过了教育部、
卫生部的相关文件规定［２］．从附属医院总体教学条
件来看，投入改善教学条件的总经费，以及教室及专

用示教室座位数、学生值班床位数、图书资料和电子

阅览室、学生宿舍和床位数、临床技能实训中心和相

关教学设施设备均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及数量．
从教学管理状况来看，各附属医院均建立了医

院、教学科、教研室三级教学管理机构，并制订了较

为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８５７％的医院按照二级学科
成立了教研室，９８２％的医院对教学科进行考核，
９６４％的医院教学科对教研室进行考核．表明云南省
高校附属医院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

从教学实施情况来看，５６所附属医院均能进
行岗前教育、医德医风及职业道德教育，并在实习

教学中开展教学病例讨论、教学查房、临床操作指

导、专题讲座．有９１１％的医院开展了集体备课，

７６８％的医院进行教学病例收集．说明绝大部分附
属医院能够按照规范开展临床教学．

以上数据及分析表明，近３年来，云南省高等
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建设发展迅速，云南省优质医疗

资源已经充分用于临床教学，附属医院教学资源总

量与云南省高等医学教育规模基本适应．
３２　附属医院临床教学存在的问题
３２１　存在相当比例的附属医院教学条件不足

从总量分析可知，云南省附属医院临床教学资

源与高等医学教育规模基本相符．但在调查数据分
析中发现，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公办、本科类医学

院校．而新建本科、民办、高职高专院校附属医院
的优质资源较少，且级别低，临床教学资源仍然缺

乏，一半以上的医院认为教学资源短缺，部分医院

无临床技能实训中心、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及学生

宿舍，临床实践教学条件现状堪忧．
３２２　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亟待提高

临床师资队伍总量及结构、素质是医学教育质

量保障的决定因素［３］．调查发现，医院临床教师
总量不足．此外，临床教师由于承担过多的医疗、
科研、教学任务等工作，已不堪重负，导致其在教

学动力、意识等方面存在问题［４］．此外，三级以
下医院的临床教师学历、职称偏低，教师素质、能

力、水平急需提高．
３２３　教学管理及质量监控有待完善

虽然所有附属医院均建立了医院、教学科、教

研室三级教学管理体系．但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医
院不进行教学工作考核或考核次数较少，且考核结

果未进行有效利用，缺乏过程管理及痕迹管理意

识，尚未形成重视教学的激励机制．有１４３％的
医院虽然按照三级学科设立了教研室，但教研室数

量太多，导致管理难度增加，不利于教学活动及教

研活动开展．在临床教学中，尽管绝大部分医院能
够按照云南省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审定合格标准

开展教学活动，但有近２０％的医院未按照标准要
求的频次开展教学病例讨论、专题讲座、教学查

房、临床操作指导等重要的临床教学活动．还有部
分医院无教学病例收集及集体备课制度，在教学模

式上未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３２４　教学改革研究较少，缺乏标志性的教学成果

近３年来，５６所医院完成的教研课题、发表
的论文及获奖数据显示，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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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项，ＳＣＩ论文仅３４篇，教学成果较少，且层次不
高，缺乏标志性成果．说明附属医院对教学改革研
究的重视程度及质量还有待提高．
３２５　高校与非直属附属医院管理关系尚未理顺

云南省高校附属医院中，仅有９所是直属附属
医院，其余４７所都是非直属附属医院．非直属附属
医院虽然缓解了高等医学教育规模扩张后临床教学

资源不足的部分问题，但部分医院在附属医院评审

通过后不再重视教学建设，投入减少，存在重评轻

建，重医轻教的现象［５－６］．此外，医院和高校仅仅
只是合作关系，高校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没有行政管

理权限，导致一些高校不能及时纠正非直属附属医

院在教学中出现的偏差，对临床教学质量提高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

４　对策与建议

４１　建立附属医院动态管理机制
　　对于附属医院在临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云
南省临床教学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建立附属医院准入、

定期审核评估、动态管理退出机制．严格准入评审，
动态考核，以评促建，促进附属医院加大经费投入，

改善教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教学行为，

提高教学质量．将审核评估结果作为附属医院评优及
退出的依据，对附属医院进行动态管理［７］．
４２　打造高水平临床教师队伍

基于目前附属医院临床师资队伍总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以及素质、能力、水平亟待提高等问

题，建议省教育、卫生行政部门联合搭建高校附属

医院师资培训平台，建立全省附属医院师资培训中

心，以及系统化、规范化师资培训制度［８－９］．此
外，采取高校与附属医院共同参与，聘请省内外优

秀的临床教育专家担任培训导师，分批对各附属医

院师资进行培训，也可根据医院需求，量身定做，

送教上门［１０］．在培训中，既要重视理论教学的方
法及模式，更要重视实践教学的规范及技巧．针对
临床教师教学意识不强，动力不足的问题，医院及

高校均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及激励

措施，使临床教师的付出得到认可．
４３　加强高校对附属医院的管理、协作与交流

高校应在经费、师资培训、教育科研资源等方

面支持附属医院，将医院科研项目申报纳入学校体

系，统一管理．此外，采取召开临床教学研讨会及

参加医院教学工作会等形式加强与附属医院的沟通

与联系，改变目前部分附属医院与高校管理关系不

顺，合作不紧密的现象，真正达到合作双赢的局面．
４４　成立云南省高校附属医院联盟

由省教育、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各高校联合成

立云南省高校附属医院联盟，指导各医院开展规范

化教学管理及质量建设，实施统一教学管理制度，

规范教学管理部门设置，建立教学督导制度及学生

考核指标体系，对附属医院进行同质化管理．并建
立高校与附属医院结对帮扶机制，通过优质附属医

院的示范及定点帮扶，提升全省附属医院临床教学

的整体水平［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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