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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协同创新机制下的感染病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项目负责人院
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生物与医学学部主
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微生态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国际人类微生物组联盟主席。创建了独特有效
的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重型肝炎获重大突破；首次提出感染微生态学理论，为感
染防治提供了崭新的思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 6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23项，在 Nature、The Lancet、The New Eng-
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负责的传染病学课程入选国
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主编国家规划教材《传染病学》（五年制、八
年制、研究生）及我国首部《感染病学》电子书包。

项目简介院
成功组建我国首家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打造跨学科师资团队，实施

双导师制，定期选拔优秀研究生到香港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
国外一流单位进行交叉学习；充分融合“三校一中心”的研究生课程，连续主编并创
新研究生规划教材《感染病学》，开辟在线课堂，开展互联网教学；出台强有力的研
究生激励政策。成果创新点：（1）创建独特有效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实现了研
究生的跨学科培养及国际培养；（2）创新了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及学习方法；（3）形成
了青年拔尖人才持续产出的长效机制。

该项目开展以来，组成了紧密稳定的多学科导师团队，形成了研究生教学紧密
合作常态化机制。研究生培养数量呈几何式增长，拔尖创新型研究生脱颖而出。该
项目为培养我国感染性疾病诊治交叉型人才和复合创新型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项目负责人院
谢幸，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
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妇产
科学》负责人，国家级规划教材《妇产科学》第 8版和数字教材主编。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2项，省部级奖励 5项。
项目简介院

该项目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立体化教材建设为抓手，医教协同，推
动《妇产科学》课程和教学方法改革，除规划教材、数字教材、配套教材外，提供《妇
产科学》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共享资源课程等数字化、富媒体的网络在线服
务。开展了信息技术支持下同时异地协作式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的教学新
模式，实现“课堂讲授与网上自学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讨论相结合，及时消化与

随堂考试相匹配”，为我国千百万医学生的妇产科学学习、培养和成才提供了专业
的教材基础和立体化教学的成功样例。项目创新点体现在：（1）教材编写以需求为
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妇产科学》本科教学首选教材，发行量
达 77万册；（2）首次主编了国家级“十二五”《妇产科学》“干细胞”数字教材；（3）首
次实现了主编《妇产科学》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和主持《妇产科学》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数字化资源的整合建设和交叉共享；（4）有效提高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妇产科学》学科成绩（4.87%-14.41%），被誉为“临床实践的权威指南、司法的有效
依据”。

代表性成果《妇产科学》第 8版自 2013年 3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历届《妇产科
学》教材和“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医学本科国家级系列规划教材（第八轮共 53种）
中发行量均位居第一，是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首选参考教材，2014年全国妇
幼健康技能竞赛和 2014-2016年连续三届全国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的指定教材。

项目名称：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妇产科学》立体化教材建设（教材）

项目负责人院
王建安，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心脏

中心主任。全国“白求恩”奖章、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
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973)首席科学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浙江省特级专家。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副总编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
CLA）里根医学中心客座教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科学技术奖 3项、国
家发明专利 9项。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内科学》（长学制）、《心血管系统疾病》，全国
高等教育医学数字化规划教材《临床技能学》。
项目简介院

该项目通过建立国际联合教学基地、实行“以系统为中心、以疾病为导向”的临
床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基于医学生临床能力的监管机制，探索医学人文渗透式教学
进行教学改革的创新，以达到培养集“专业、能力、视野和人文”于一体的现代医学人
才的目的。项目创新性体现在：（1）深度融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以临床教学团队

建设为主体，联合国际医学教学机构，引进国际名师，共建联合教学基地，成为国内
唯一获美国 ACGME认可的国际化医师临床培训基地，推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创
新实践；（2）突破传统对医学生临床能力的概念性描述，对医学生的临床能力要求及
监管内涵进行明确定义；（3）多种模式齐下，实现四个结合（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医
学知识与人文精神、临床服务与学术研究、临床监管与临床能力），破解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难题。

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师生获益面广，能力提升显著。参与教改的本科生人数累计
达 2304人，临床出国交流教师达 2183人次，引进外籍教师 98人，住院医师年度考
核合格率逐年提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学成果全面开花，受到多方认可，包括
孕育一批教学名师、教学技能竞赛获奖、多位教师被境外教学机构聘为兼职教授、主
编或参编全国规划教材 90余部等。教学模式全国推广应用，社会综合效益突出。每
年接收近 200家海内外医院来访参观，通过远程平台，将《华盛顿医学诊疗手册》培
训课程、晨间学术大查房（Grand Round）、手术转播等内容辐射至省内外 198家协
作医院，教学模式以及成果向 9家合作分院复制、推广，惠及全国多省。

项目名称：国际本土深度融合，能力为导向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

项目负责人院
郑树森，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高等学校

临床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院长，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卫生部多器官
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临床医学 II
组）召集人、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等职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5项。郑树森院士领衔的外科学团队获国家级教学团
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等荣誉，主讲国家级视频公开课，主编
国家级规划教材《外科学》（五年制、八年制）、《外科学进展》以及《外科学》电子书
包。
项目简介院

郑树森院士团队经过近 25年的努力，结合外科学教学实践，以人才培养为中

心，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问题教学为抓手，强化临床带教，逐步创建了能适应世界
一流大学医学中心建设的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外科学教学及人才培养体系。

该项目通过顶层设计，集成创新，探索出一种集教学、临床、科研和学科建设深
度融合和协同发展的外科学教育创新模式；创新性地归纳出胜任力培养的 9种核
心能力，采用多途径、全过程及国际化培养等多种手段，以器官移植及外科学学科
建设为依托，培养了一支具有卓越临床教学胜任力的教师团队。注重以国际标准为
参照进行外科学学科建设及培训基地建设；围绕临床胜任力，在外科学临床教学模
式方面进行创新，师生互动，通过“转化式学习 -临床胜任力提高 -转化式学习 -
临床胜任力提高”这一螺旋式上升的正反馈而熟练掌握这一新模式。项目组在
2008年获得国家级外科学教学团队的基础上，201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
奖。该项目部分理论研究成果写入人民卫生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全国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通识教材》，供国内其他院校参考和借鉴。

项目名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医学中心背景下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外科学教学及人才培养体系

项目名称：生物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项目负责人院
欧阳宏伟，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现任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院长、医学院副院
长、基础医学系主任。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分会侯任
主任委员、人卫版《系统解剖学》副主编、Biomaterials编委。在国内率先开展组织工
程技术临床转化，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项目简介院

该项目针对生物医学领域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及目前高校基础医学专业吸引
生源不佳的局面，以国家试点学院综合改革项目建设为契机，2012年在国内首设
生物医学本科专业（纳入竺可桢学院求是科学班）。通过优化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各
个环节，包括优化专业设置、改革人才选拔方式、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建设高质量核

心课程、建立新颖导师制，创新生物医学人才选拔、教学和人文培养模式。通过整
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以探究式、小班化、个性化教学，显著提升了学生创新思
维和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实行“3+1”（3年在浙江大学，1年在爱
丁堡大学，获得浙大本科和爱大硕士学位）本硕一体化联合培养，以及欧美亚全球
视野浸染的培养方式（欧美名校训练和港大联合夏令营），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
培养“知识、能力、视野、人文”四层次兼备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学复合型人才。

该项目是应对新形势下基础医学教育的机遇和挑战，开展的医学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的全新探索。该项目的实施，促成了基础医学生源质量的飞跃，显著提
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第一届毕业生被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等顶尖高校的 PhD项
目录取，国际一流名校博士录取率达 60%。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受到教育部的表
彰，并为高校医学院及其他专业学院的建设提供了借鉴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