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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简称“联盟”）是由全国 20 家高等医

学院校联合发起的学术团体组织，正式成立于 2019 年 5月 16日。联盟挂靠并

依托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工作，旨在凝聚各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力

量，推动中国医学教育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医学教育研

究成果转化与实践推广，引领和推动中国医学教育发展。联盟工作任务包括：

聚焦国内外医学教育热点问题，合作开展医学教育相关课题研究；搭建医学教

育研究交流平台，举办医学教育学术会议，组织开展医学教育国际交流活动；

开展医学教育研究人员及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培训，提升医学教育研究规范化和

科学化水平；推进医学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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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调查概况 

一、 调查背景 

人才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医学教育承担着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

重任，在促进人类健康持续发展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医学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是健康中国建

设的重要基础。

2017 年，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

指出要遵循医学教育规律和医学人才成长规律，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核心，

要强化医学教育质量评估与认证制度。2018 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

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坚持以

“以本为本”，要全过程培育医学教育质量文化。 

为充分巩固和加强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服务我国医学教育改革与

发展，2019 年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立项医

学教育研究重大课题“中国临床医学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课题成果将为政府

部门及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发展与改革提供服务，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和教

育强国战略。在前期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需求，课题包括中国临

床医学（本科）专业教学质量监测核心指标体系构建与中国临床医学生培养与发

展调查。 

中国临床医学生培养与发展调查（China Medical Students Survey, CMSS）是

我国针对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开展的首个全国性大型调查项目，它充分贯彻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

CMSS 通过收集翔实、可靠的基础信息，从学生的视角全面了解我国临床医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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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和临床医学生培养与成长状况，以促进临床医学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为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CMSS 调查数

据是临床医学教学质量监测数据的有益补充，共同服务于我国医学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 

CMSS 由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发起，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参

与执行。2019 年，CMSS 针对 2019 届临床医学本科阶段毕业生开展首次调查。

后续 CMSS 在首次调查的基础上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开展针对临床医学专

业学生的追踪调查。 

二、 调查目标 

CMSS 以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为核心，涵盖学生入学前、在校过程、本科

毕业结果等教育全过程，不仅有利于对临床医学专业办学资源、教学改革、课程

设置、临床实习等方面进行评估，也有利于全面考察医学院校、实习附属医院教

育教学质量。CMSS 关注学生在校期间的感受与成长发展过程，突出学生培养的

“结果导向”。CMSS 期待在实践应用方面，能够帮助建立中国临床医学质量监测

与评估体系，推进高等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建设，促进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并服务于我国医学教育的整体改革与发展；在学术研究与理论探索上，CMSS 期

待能够为基于循证的医学教育教学决策和医学院校研究提供重要的发展平台，

推动国内医学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可持续化发展，与国内医学教育同仁共同推进

医学教育的理论建设和知识进步。 

三、 设计框架 

问卷设计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突出临床医学教育特色。

在问卷整体框架上借鉴阿斯汀的高等教育“投入—环境—产出”、帕斯卡雷拉的学

生发展因果模型、阿斯汀和库恩的学生参与等相关理论。具体设计上，遵循“两

个对接”和“三个参考”。 

“两个对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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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16 版）（简称“16 标准”）； 

⚫ 中国临床医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测指标体系。 

“三个参考”为： 

⚫ 国内高等院校大型学生调查项目，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组织的相关调查项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首

都高校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等； 

⚫ 社会科学领域高水平大型微观调查项目；  

⚫ 国外高等教育及医学教育调查，如美国医学院校协会（AAMC）的毕业

生调查。 

问卷的设计得到了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社

会科学调查中心等教育学专家、临床医学专家和社会科学调查专家的指导与建

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四、 抽样方案 

CMSS 调查为抽样调查，即从全部研究对象中按照一定程序抽出部分样本

进行调查，并依据样本调查的结果对总体相关指标进行推算或估计。2019 年调

查采取两轮针对院校的目的抽样法。第一轮目的抽样为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

研究联盟的 20 所发起单位。为尽可能得到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统计和分析

20 所发起单位院校所在地区、院校类别以及各类别（学制）临床医学专业招生

规模，并依据此进行第二轮目的抽样。最终，我们共从全国抽取 33 所医学院校

（含综合性大学医学院1）进行调查，其中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医学院

数分别为 5、11、8、9，这与全国开设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的医学院校数在地区分

布上的现状基本一致；从院校类别来看，调查院校中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共 20 所、

独立设置医科院校为 13 所，综合性大学医学院数占比（60.6%）略高于全国综

合性大学医学院数占比（54.2%）。 

 
1 在此不对综合性大学进行特别区分，一般为多学科大学。本文中综合性大学是相对于独立设置医科院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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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抽样中充分考虑到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存在不同学制的情况。目前，

我国医学院校能够开设的临床医学学制类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临床医学专业办

学层次。根据各医学院校实际开设的临床医学专业学制类型的最长年限，将调查

院校在办学层次上区分为 8 年制院校、7 年制院校2和 5 年制院校。需要说明的

是，8 年制或 7 年制院校也可能开设 5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在临床医学教育中，

这种院校层次划分比以往研究中简单使用“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等，或“双

一流”院校、“非双一流”院校等，更具有说明性。 

在抽样过程中，根据调查对象，即 2019 届临床医学本科阶段毕业生，学生

基本为 2014 年入学，学生可选的临床医学学制类型为 8 年制、7 年制和 5 年制。

在和各调查院校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获得各院校临床医学本科阶段不同学制毕

业生数，选择针对长学制（包括 8 年制和 7 年制）进行全样本调查，而 5 年制进

行抽样调查或全样本调查。在 5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调查中，如果院校开设的 5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规模不超过 500，则进行全样本调查，这基本发生在 8

年制院校或 7 年制院校中；如果毕业生规模超过 500 则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这

基本发生在 5 年制院校中。 

五、 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涉及全国 19 个省份 33 所开设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的院校，共发放

纸质问卷 11596 份，收到有效问卷 10062 份，有效样本率 86.77%。为充分保障

调查质量，调查形式为现场集中指导填写。有效样本中广东省样本最多，共 986

份；四川省（825 份）、黑龙江省（820 份）和江苏省（810 份）样本量也较多，

均超过 800 份。其他省份样本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教高厅〔2015〕2 号文件，自 2015 年起，不再招收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将七年制临床医

学专业招生调整为临床医学专业（“5+3”一体化），即 5 年本科阶段合格者直接进入本校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的 

3 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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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有效样本的省份分布情况3 

样本具体分布及结构特征如下表所示： 

表 1-1 样本分布及特征表4 

样本量 比例（%） 

院

校

相

关 

院校地区 

直辖市 1,294 12.86 

东部 3,550 35.28 

中部 2,761 27.44 

西部 2,457 24.42 

院校类别 
独立设置医科院校 4,564 45.36 

综合性大学医学院 5,498 54.64 

院校层次 

8 年制院校 3,780 37.57 

7 年制院校 2,963 29.45 

5 年制院校 3,319 32.99 

学

生

相

性别 
男 4,518 45.04 

女 5,513 54.96 

民族 汉族 8,876 88.50 

3 本处为满足数据呈现需要，仅为相关部分地区地图，并未呈现中国地图全貌。 
4 调查中，有 31 名样本的性别数据缺失，33 名样本民族数据缺失，27 名样本政治面貌数据缺失。表格中比例为有效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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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 比例（%） 

关 少数民族 1,153 11.50 

入学年度 
2013 及以前 978 9.72 

2014 9,084 90.28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1,786 17.80 

入党积极分子 1,346 13.41 

共青团员 6,588 65.65 

群众 315 3.14 

学制类型 

8 年制 947 9.41 

7 年制 1,583 15.73 

5 年制 7,532 74.86 

录取批次 
一本 8,146 80.96 

二本 1,916 19.04 

总体 10062 100.00 

六、 特别感谢 

2019 年中国临床医学生培养与发展调查得到了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的指导，得到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理事单位院校的大力支持，得到

各调查院校领导、教务处、附属医院等教师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在此列出参与本次调查的院校名单，向各院校表示衷心感谢！ 

调查院校名单（以首字母排序）： 

安徽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成都医学院 

复旦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河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济宁医学院 

佳木斯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南昌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南通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青海大学 

山东大学 

汕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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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浙江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中南大学 

中山大学 

更多内容即将发布，敬请期待！ 


	第一章 调查概况
	一、 调查背景
	二、 调查目标
	三、 设计框架
	四、 抽样方案
	五、 样本分布
	六、 特别感谢

	第二章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一、 家庭背景特征
	(一) 独生子女
	(二) 家庭所在地
	(三) 父母受教育程度
	(四) 父母职业
	(五) 家庭总收入

	二、 学生经济开支
	(一) 经济开支来源及比例
	(二) 经济消费水平


	第三章 高中特征与升学选择
	一、 高中特征
	(一) 高中类型
	(二) 高中期望
	(三) 高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二、 高考情况
	三、 升学特征
	(一) 录取形式
	(二) 专业确定方式

	四、 专业感知
	(一) 专业了解程度
	(二) 从业环境感知
	(三) 专业选择影响因素


	第四章 课业学习
	一、 学业安排知晓度
	二、 改革试点
	(一) 改革试点班基本情况
	(二) 试点班进入及意愿
	(三) 试点班特征

	三、 课程评价
	(一) 课程设置总体满意度
	(二) 课程设置具体评价
	1. 课程设置的评价
	2. 课程内容评价

	(三) 选修课满意度

	四、 课程学习中的学生行为
	(一) 过程性参与
	(二) 主动性参与
	(三) 规则性参与

	五、 专业学习状态
	(一) 专业认同
	(二) 自我效能
	(三) 学习投入

	六、 课后时间安排

	第五章 教学与服务
	一、 专业课程教师评价
	二、 科研训练与参与
	(一) 科研课程及项目
	(二) 学生科研参与
	(三) 学生对科研训练的反馈

	三、 访学与交流交流
	四、 院校服务满意度评价

	第六章 临床实习
	一、 各学校直属附属医院数
	二、 实习医院评价
	三、 实习经历
	(一) 生活环境变化
	(二) 实习时间及开展
	(三) 行为参与和收获度
	1. 行为参与度
	2. 收获情况

	(四) 互动行为频率及收获
	1. 临床实习互动参与度
	3. 临床实习互动收获


	四、 实习环境
	(一) 医疗工作者行为评价
	(二) 实习事件经历
	(三) 身份肯定和鼓励

	五、 实习评价
	(一) 临床实习实际过程评价
	(二) 实习科室收获
	(三) 实习出科考试评价
	(四) 见实习比较

	六、 社区实习
	(一) 社区实习基本情况
	(二) 社区实习成效
	(三) 社区实习必要性评价


	第七章 学业成就
	一、 学习成绩
	(一) 年级专业排名与综合测评排名
	(二) OSCE考试开展情况

	二、 科研与获奖
	(一) 科研发表情况
	(二) 获奖情况

	三、 职业认同
	四、 能力增值
	五、 职业成就
	(一) 未来发展影响因素
	(二) 道德认知


	第八章 本科去向
	一、 职业及规划
	二、 本科毕业后去向
	三、 临床二级学科意向及原因
	(一) 临床二级学科意向分布
	(二) 选择原因

	四、 本科就业情况
	(一) 保留起薪与实际签约月薪
	(二) 工作地
	(三) 就业满意度

	五、 读研与考研
	(一) 读研/读博的专业及进入方式
	(二) 考研情况
	1. 开始准备时间
	2. 考研动机
	3. 学校支持
	4. 考研与实习
	5. 考研结果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一、 关注家庭背景弱势学生群体，保障入学和就学公平
	二、 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学生源质量，缩小院校层次间差异
	三、 临床医学生医学职业理想明显，学医内在动机有待提高
	四、 全面推进临床医学教育改革，关注学习状态促进有效学习
	五、 加强科学与学术类课程建设，多维度促进学生学业参与
	六、 增强临床医学生科研兴趣，改善院校教学与服务支持体系
	七、 加大实习医院教育资源投入，加强临床实践能力培养
	八、 充分发挥带教教师指导作用，妥善处理和应对负面事件
	九、 综合提升临床医学生毕业能力，帮助形成正确道德认知
	十、 完善毕业后教育制度建设，畅通医学生深造和从医渠道

	附录：全国临床医学专业院校学生培养与发展调查基础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