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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 背景下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养
中本科生导师制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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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本科生导师制运用情况，分析本科生导师制在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

育中的必要性，详细阐述中医药信息化人才核心素养模型构建方法及组成，探索本科生导师制在中医药信

息化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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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度校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一流本科课程 （线下）”。

１　引言

教育部于２００５年提出 “有条件的高校要积极

推行导师制，努力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优质和个性

化的服务”。２０１９年出台的 《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再度提

出 “建立健全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安排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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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指导学生学习”。在本科生培养中导师制模

式有助于提升学生整体竞争力，在满足国家政策层

面要求的同时可适应学生培养实际需要。近年来本

科生导师制 （以下简称 “本导制”）陆续在部分高

校中得到推行［１］。

２　 “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本导制运用情况

２１　研究对象

笔者对首批４２所 “双一流”建设高校调研统

计发现，所有高校都运用了本导制。从２０２２年２月
教育部发布第２轮 “双一流”建设大学及建设学科

名单中选取６所 “双一流”建设中医药大学和 ２０
所 “双一流”建设学科中含有信息科学类工科专业

（即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的一流建设高校进行本导制运用情况调研。

“一流”学科中本导制覆盖率表示被调研高校中运

用本导制的 “一流”学科所属学院数量占全校运用

本导制学院总数量的百分比。

表１　本导制在 “双一流”建设高校信息科学类工科专业中运用情况统计

“一流”建设

高校名称

“一流”建设

学科数量
运用本导制学院名称 （部分）

“一流”学科中

本导制覆盖率（％）

本导制

开始时间 （年）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３ 中医学院、中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护理学院 ６７ ２０１１

天津中医药大学 １ 中药学院、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 １００ ２０１４

上海中医药大学 ２ 基础医学院、中药学院 １００ １９９９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１ 全校 １００ １９９８

广州中医药大学 １ 中医实验班 １００ ２０１１

成都中医药大学 １ 中医学黄星垣班、养生康复学院 ０ ２０１７

北京大学 － 全校 １００ ２００２

清华大学 － 全校 １００ １９９９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８ 航天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３７ ２００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８ 全校 （２０２２年起）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北京邮电大学 ２ 智能科学技术中心、经济管理学院 ０ ２０１３

天津大学 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工学院、地球系统科学学院、理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部

１００ ２０２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８ 物理与天文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凯原法学院、数学科学学院、船舶海洋与

建筑工程学院、医学院、药学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５０ ２００６

南京大学 １６ 全校 １００ ２０１９
东南大学 １２ 全校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南京邮电大学 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理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贝尔英才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旧）

１００ ２００８

浙江大学 ２１ 全校 １００ ２００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１１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少年班学院、理学院、地空学院和生命学

院

４２ ２００４

合肥工业大学 １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医学工程学院、仪器学院、

管理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华中科技大学 ９ 全校 １００ １９８９

中山大学 １１ 哲学系、数学学院 （珠海）、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护理学院、中

国语言文学系 （珠海）、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系统科学

与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医学院、信息管理学院、物理

与天文学院、历史学系

９１ ２０１４

电子科技大学 ２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５０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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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西安交通大学 ８ 全校 １００ ２０１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２ 全校 １００ ２０１８
新疆大学 ３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０ －
国防科技大学 ５ 全校 １００ ２０１０

　　注：数据来源于学校官网、期刊论文、权威媒体报道以及电话调研、现场访谈等途径。

２２　本导制运用情况

在６所 “双一流”建设中医药大学中，天津、

上海、南京和广州４所 “一流”学科所属学院中本

导制实现１００％覆盖，但均无信息科学类专业入围

“一流”建设学科。“一流”建设学科中含有信息科

学类相关专业的２０所高校中，对全体本科生运用

本导制的有１０所，在所有 “一流”建设学科专业

学生中开展本导制的高校有１３所，占比６５％，本

导制在 “双一流”建设高校中运用数量占比高达

９０％，见前文表１。调研显示我国２５所中医药大学

中目前除山东、黑龙江、湖南、辽宁、浙江、吉

林、江西和西藏藏医药大学没有运用本导制外，其

余中医药大学均运用了本导制，但是全校应用本导

制的仅有南京中医药大学 （２００４年）。另外北京中

医药大学 （２０１９年，中药学院、护理学院）、湖北

中医药大学 （２０１９年，基础医学院）、广西中医药

大学 （２０２１年，瑞康临床医学院）、贵州中医药大

学 （２０２１年，人文与管理学院）和山西中医药大学

（２０２１年，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于近３年才开始

在部分学院运用本导制。所有中医药大学在信息科

学相关专业中都没有运用本导制，亟须构建更具有

针对性、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本导制大规模

运用在 “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对于提升本科人才

培养质量、提高学校科研水平、增强师生社会服务

能力和促进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发挥着积极推动

作用。

３　本导制在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育中的必要性

３１　缓解中医药信息化人才供需矛盾

借鉴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将中国地理区域划

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和东北

７大区域［２］。基于各高校官方招生网站信息对我国

７大区域内的２５所中医药大学按地理区域分布进行

专业数量统计，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我国本科层次的
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华东大区 （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福建）７所

中医药大学共２０个信息科学类本科专业和华中大

区 （河南、湖北、湖南）３所中医药大学共１２个信

息科学类本科专业，两大区信息科学类本科专业总

数量占全国中医药类院校的６５３％。另外开设信息

科学类本科专业数量超过３个的有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工智

能）、安徽中医药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生物医学工程学）、山东中医药大学 （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

学工程学、智能医学工程）、河南中医药大学 （医

学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软件工程），另外开设信息科学类本科专业

数不超过２个的高校占比６８％。纵观历年本科招生

计划，每年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养体量不大，当今

我国中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对医疗信息化人才需求旺

盛，亟须提升中医药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在

现有条件下实现 “以质换量”。

３２　提高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

３２１　人才就业情况　中医药大学信息科学类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是服务于我国中医药信息化

事业，但是通过调研发现本科应届毕业生实际就业

岗位与培养目标契合度不高。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近 ５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数据为

例，虽然就业率高但大部分就业于传统ＩＴ企业、互

联网公司，供职于医药信息行业人数较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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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 （人）

毕业时间 （年） 统计总数 非医药类单位 医药类企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 考研深造

２０１７ ６３ ４３ １ ２ ４
２０１８ １０５ ７７ １２ ５ ７
２０１９ １４３ ９６ ７ ７ ７
２０２０ １４７ １０４ ９ ５ ９
２０２１ １８３ １０７ ２６ ４ ２１

　　注：数据来源于湖南中医药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管理科。

３２２　人才对口就业情况分析　通过对近１０年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应届毕业生
就业于医药卫生类单位数量进行分析，学生就业单

位与培养目标契合度最高的为２０１５年，达到２４％，
但当年学生总数只有２５人。２０１７年只有１人就业
于县人民医院信息中心，２０１８年至今占比也不到
１５％，见图１。目前我国中医药院校信息化人才培
养与传统工科院校同质化严重，建议利用本导制有

针对性地进行培养，突出中医药特色，为我国中医

药信息化领域培养合格的医工融合复合型人才。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应届本科生就业医药卫生类单位数量占比

３３　落实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运动始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美国，目前已得到全球教育界认可。
我国工程教育认证中也非常重视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笔者对湖南中医药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医学信息工程系２０１８—２０２１级学生进行学情
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２５１份。数据显示５１３９％
学生认为大二确定自己研究方向比较合适，但有

６４１４％的学生找不到发展方向，有近９０２４％的学
生希望本科阶段有专门导师指导。

调研表明，学生在本科阶段急切盼望能有导师

对其在学业发展、职业规划、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指导，因此运用本导制是落实 “以学生为中

心”教育理念的重要体现。

４　中医药信息化人才核心素养模型

对医学信息工程专业近５年毕业生进行回访可
知，毕业生认为在择业中自身竞争优势主要包括适

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独立处事能力等［３］。笔者

依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遵循国家中

医药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对中

医药信息化人才需求，提炼出全面发展的 “中医药

信息化人才核心素养 ＣＣＭＩＴ模型”，并且在培育学
生中以 “三全育人”为指导思想，实施过程中紧扣

“四个回归”，注重学生德政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沟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创新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５个方面能力培养，
见图２。共１６个２级核心素养指标。本导制的开展
需要紧紧围绕核心素养模型，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

能力培养。

图２　中医药信息化人才核心素养ＣＣＭＩ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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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本导制在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探索

５１　政策制定

本导制要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校方下发相关文件，全校严格贯彻执行。制度中既

要有合理激励，也要有详细考核指标要求。二级学

院需制定符合本院实际以及学科特色的人才培养目

标。本导制相关政策制度内容应该包括总则 （含指

导思想、培养目标、管理办法等）、导师聘任条件、

导师工作职责、学生管理办法、师生考核指标、师

生异动管理、导师激励措施等具体内容。

本导制政策管理制度可以与本科培养计划结

合，相辅相成。本导制宜自主不宜强制，宜精细不

宜粗放，宜特色不宜普适，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取

得长远效果。

５２　导师聘任

本导制中导师在学生的思想引领、学业指导、

专业引导、职业规划与人生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

要求导师不仅指导学生学习，还要关注学生生活，

激发学生潜能，对学生因材施教和进行个性化培

养，实现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本科生导师选拔

聘任需要慎重，遵循自愿原则，能者为师，要求自

身政治思想过硬、业务能力强。同时需要加强对新

导师的培养和吸纳，可以聘任校外ＩＴ企业和医药卫
生领域专家建立联合导师制，为最终实现学生全员

本导制做好充分准备。

５３　学生选择

目前中医药院校师生比普遍偏低，因此本导制

在运行初期，可充分考虑导师精力分配，结合学科

优势优先选拔部分学生重点培养，然后以部分带动

全员，最终实现共同成长。优先选拔学习主动性强

的学生，配以优秀导师，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师生

的教育和学习热情，可以在中医药信息化人才总体

数量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５４　培养探索

５４１　大一中医药启蒙期　结合中医药信息化

人才核心素养 ＣＣＭＩＴ模型，在大学期间可以按照

学年分阶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第 １学期鼓

励学生在社团活动中提升社交、沟通和解决问题

能力。倡导博览群书，特别是针对中医领域的中

医经典诵读、道地中药认知、中医基础理论等进

行重点学习，引导和培养对祖国中医药事业的热

爱情怀和文化传承精神。第 ２学期重点监督学生

加强英语学习，为大二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做好

准备，鼓励学生多参加国家级和省级的电子设计

竞赛、机器人大赛、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华

为 ＩＣＴ大赛、蓝桥杯和挑战杯等学科竞赛，以赛

促学，拓展学生兴趣，为后期个人发展选择提供

参考依据。

５４２　大二 ＩＴ能力筑基期　大二开始大部分专

业课陆续开设，导师应注重学生专业兴趣方向培养

和学业指导。选定一个或几个方向引导学生进行深

入研究，通过第二课堂拓展实操能力，并且继续积

极备战学科竞赛，积累经验。学院、学校也可以组

织各类比赛，营造学习氛围，以赛促学、以赛促

改。在实习实训环节开设智能医学仪器、医疗信息

系统开发、医疗监测系统、网络技术、信息安全、

机器人开发等多个学习方向供学生选择，为确定未

来自身发展方向和专业积累做好准备。

５４３　大三专业技术蓄势期　第５学期专业课全

面铺开，学生需要把更多精力专注在专业技术能力

提升方面。中医药信息化可以分为医疗信息系统开

发与维护、智能医疗仪器设计、医疗大数据分析、

医学影像处理、物联网工程等方向。在大三需要结

合学生专业兴趣和重点研究领域，以及目前市场对

人才能力需求，开展技术提升和职业资格认证工

作。导师可以将学生引入中医药科研项目，利用实

习基地、企业资源和学科竞赛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技术实力，加深对中医药信息化行业的理解，

并为其定制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和职业发展规划。大

三开始进入稳健发展蓄势期，应该在团队协作、个

人能力、专业实力、学科竞赛、执业资格认证等各

方面都有所收获。

５４４　大四人才培育收获期　经过本导制因材施

教磨炼后的学生，其综合竞争力会明显增强。第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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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开始导师需要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考研、就业

方面进行专门指导。在职业规划中，尽可能让更多

学生服务于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特别是中医药医疗机

构、医疗器械厂商或从事智能医疗仪器和医疗信息

系统开发等工作，为我国中医药信息化人才培养完

成 “最后一公里”责任和使命。本导制在大学４年
期间全程运行，见图３。

图３　本导制在复合型中医药

信息化人才培养的阶段性指标

６　结语

麦可思研究发现，每周与教师有交流的学生，

其学习主动性 （７９％）较每年与教师交流一次的学
生 （５０％）高２９个百分点，每周与教师保持交流的
学生其教学满意度与每年与教师交流一次的学生相比

差距超过１０个百分点［４］。教育部提出 “坚持服务需

求，成效导向，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改进教

学方法，切实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社会

适应度、条件保障度、质保有效度和结果满意

度”［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围绕培养目标和全体

学生毕业要求进行资源配置和教学安排，并将学生

和用人单位满意度作为专业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

笔者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为例，展开本导制的应用探

索。本科教学工作任重道远，通过导师对学生进行

全程、全方位深入细致的专业指导，能够培养大批

有理想、有能力、有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中医药信息

化人才，为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和加速中医药国际

化进程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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