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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报告：  

 清华医学实验班：“医师科学家”人才培养之国际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2012 年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

指出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是医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和主要举措之一。该

计划强调“促进医教研结合，培养医学生临床诊疗和科研创新的潜质；推动培养

过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医学生的国际视野，为培养一批高层次、国际化的

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对如何做好我国医学教育

国际化，提高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了重要课题。清华大学医学院自建院以来，

以“培养高层次、国际化的医学拔尖创新人才”目标为己任，提出了“医师科学

家”，即“拥有科研能力的卓越医师”的培养理念，通过在医学生八年长学制教

育过程中引入两年海外科研训练的课程体系，探索了全国首创的临床专业医学生

培养的国际化教学改革之路。 

 

一、 改革背景：“医师科学家”，时代发展赋予清华医学人才培养的使命 

中国临床医学急需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中国目前医疗

现状的分析，同时，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将更好地指导医学教育模式的方向。中国

目前的医疗现状，存在两种较为突出的现象：一方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

可罗雀；另一方面，中国的医学比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医学相距甚远。我们怎么样

解决现有的医学问题，填补现有的医学空白？针对不同的医疗现状，需要不同的

医学培养模式。一方面，我们需要强调临床教学，培养一批临床技能过硬，未来

能够走进社会、进入基层，真正地解决国家和地方卫生服务的医疗需求问题。另

一方面，我们需要精英教学，培养一批临床医学创新人才，瞄准医学科技前沿发

展，对准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新理念，解决临床疑难问题，把我们国家的临床医

学真正带到国际化竞争的队伍中来，引领中国的医学发展。 

拥有百年历史的清华大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综合性的学科布局，理工交

叉、文理渗透的学科设置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方向。优质高效

的学术支撑体系、一流的师资力量、雄厚的科研实力……在清华大学，更有利于

医工结合，有利于开展全新的适合于当今时代发展需要的医学教学改革,为学生

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培养未来的拥有高度科研转化能力的现代医学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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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时代发展赋予清华医学人才培养的使命。 

 

二、改革内容：清华医学实验班，全国首创“3+2+3”8 年国际化长学制医学博

士培养新模式 

早在 2009 年清华首届医学实验班开班以前，经多方探索与论证，“在医学

生培养过程中融入系统的科研训练，为日后从事临床的工作中提供更为直接有效

的转化与沟通的桥梁”的培养理念便已在清华大学内部达成了共识。 

本着“医师科学家”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实验班制定了“3+2+3”8

年长学制医学博士培养模式，即利用前三年进行基础医学预科学习，后三年进行

临床学习，而中间的两年时间，学生们将被送往海外先进医学院校进行科研培训。

整整两年的海外科研培训，是全国首创的教学改革，旨在转化医学成为解决临床

问题新模式的背景下，强调科研能力在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提升学

生的国际化竞争力，培养未来卓越医师的领军人才。该模式入选了 2012 年教育

部和卫生部共同实施的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并成为“拔尖创新医

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高校之一。该项改革解决了以往传统医学教育中存在

的诸多问题，彰显了其特有的特点。 

 

1. 该项教学改革解决了以下医学教育方面的问题： 

1) 解决国内医疗、科研双肩挑的新型临床医学人才缺乏的问题： 

我国医疗健康事业的改革发展，急缺的是人才，特别是能引领和开拓新方向

的医师科学家。医师科学家，强调在卓越医师的基础上拥有优异的科研能力，当

临床工作中遇到医学难题，有想法也有能力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去解决这些难题。

然而，我国目前缺乏培养医疗、科研双肩挑的新型临床医学人才的医学教育系统

及模式。 

2) 解决我国医学创新成果缺乏的问题： 

我国现有医学教育模式培养的医生往往科研能力比较薄弱。医药界方面，无

论是药物研发、医疗器械，还是各种医疗诊则，多是源于进口或是借鉴国外技术

和方法，在中国强调国家创新体制的今天，缺少创新能力，缺少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何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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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进了传统医学培养模式薄弱的科研培训环节： 

传统 8 年制医学院校往往在学业后期阶段安排 8 个月到 1 年不等的短期科

研培训，学生往往由于精力、时间、就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获得系统深入

的真正实力的科研训练。 

4) 有利于增强我国医学在国际化竞争中的实力： 

通过培养一批高层次、国际化的医学拔尖创新人才，期待他们能瞄准医学科

技前沿发展，对准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新理念，解决临床疑难问题，把我们国家

的临床医学真正带到国际化竞争的队伍中来，引领中国的医学发展。 

 

2. 该项教学改革体现了以下创新点： 

1) 提出了培养“医师科学家”的新理念 

“医师科学家”的培养在国外早已存在相对成熟的培养体系，然而在中国，

医师科学家的培养还没有被得到广泛的重视。医师科学家的培养，强调培养医生

不仅要具备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还要具备创新科研能力，将科学前沿的新

发现变成能够治病救人、改变医学现状的新成果，成为具有转化医学科研能力的

卓越医师。清华大学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在培养卓越医师的基础上培养具有科研创

新能力的“医师科学家“的新理念。 

2) 提出了“3+2+3”8 年 MD 医学博士培养的新模式 

我国医学院校目前存在 5年制、7年制、8年制等不同学制的教学体系，8年

制也存在“5+3”,“4+4”等不同的培养模式，但是利用中间 2 年进行海外科研

培训的“3+2+3”8年 MD医学博士培养模式在全国尚属首创。 

3) 创建了 8年 MD 完整的新的教学体系 

新理念、新模式的医学生培养要求建立特有的新的教学体系。在“3+2+3”模

式运行过程中，如何做到分段式教学的合理衔接，尤其是如何全程把控学生在

海外学习期间的培养过程，做到既满足学校的教学管理要求，也符合我们的培

养目标，医学院从培养方案、学生派遣、课程设置、课题选择、导师配置、考

核评估、论文答辩以及教务管理等各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全新的教学体系。 

4) 提出了医学生培养国际化教学的新标准 

实验班强调“国际视野”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此，在教学方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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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了新的国际化教学标准。首先实验班的基础医学核心课程要求双语教学：

譬如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英文课件，英文作业和中英文试卷等。其次为海外出国

培训量身定做科研创新课程《生命科学逻辑与思维》（施一公教授主讲）和《基

础医学综合实验》。应用 PBL、案例讨论等多形式英文教学鼓励学生阅读英文文

献，追踪国际前沿。另外，学生的毕业论文书写也为英文形式。经过国际化教学

的培养，学生达到了流利的英语表达、英文文献阅读和写作，以及国际视野的新

标准、新高度。 

 

三、国际化教学改革的方法 

医学实验班的培养理念是在培养卓越医师的基础上强调科研能力的提高，强

调国际视野的拥有。同样八年的教学，如何做到不但要满足常规 8年制医学教学

的要求，还要做到拔尖创新，以下是实施教学改革的关键因素。 

1) 精英教学是前提 

基于医学领军人才的培养目标，实验班遵从“小而精”的培养规模。从学生

招生开始，录取的学生候选对象便几乎是各省的前十名，高分英语成绩是录取时

被关注的重点，最终的录取结果往往每个班级都会有 1-2名当年的省状元。几年

来，实验班的招生录取成绩一直位列清华大学 50多个招生专业中第 7、8名。入

学后前三年的基础医学专业课程全部为双语教学，精英学生的精英教学是拔尖创

新人才计划实施的前提。 

2) 临床医学是根本 

区别于其他八年制，医学实验班 3+2+3 的培养模式，中间 2 年的科研培训似

乎从时间上减少了学生临床知识的学习。然而实际情况是无论基础医学还是临床

医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临床实习，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实验班与

其他 8 年制医学院校相比并没有减少，只是占用了更多的假期和周末。实践证

明，实验班学生们在临床知识的学习方面毫不逊色。 

3）科研培训是精髓 

实验班海外科研培训两年，学生们拥有独立课题，接受正规训练，学生们获

得的开展科研工作所必需的严谨逻辑思维和高水平科研能力，势必会有效地融入

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发挥转化医学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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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视野是升华： 

清华与国外先进大学的合作是本次国际化教学项目开展的前提，学生们的海

外学习，不仅培养了科研能力，追踪国际科研前沿，同时通过国际会议、国际交

流、国外文化等参与和融入，拓宽了国际视野，培养了学生的国际意识。 

5）国家支持是保障： 

该项目获得了 2012 年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之拔尖创新

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以及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的认可和支持，解决了学生们海外留学期间基本的生活费用问题。国家的支持是

项目得以推进的保障。 

6）规范管理是关键： 

两年海外科研训练是实验班 8 年制培养方案中重要的环节，是体现医学院

“国际化”以及“医师科学家”培养理念的关键所在。如何将分段式的教学合理

衔接，是解决教学改革的关键问题。医学院就出国考核、课程设置、培训方法、

评估标准、双导师制、论文书写、教务管理、研讨会交流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

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保证了项目实施的顺利推进。 

 

四、国际化实践教学的改革成果 

海外的两年学习，学生们在科研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

医学实验班也因此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更多的认可与肯定，得到了社会、学生

和家长更多的关注。 

1) 教学改革显成效，科研能力进展高 

截止目前已经有 6 届共计 128 名学生派送出国。而前四届归国的 76 名学

生累计发表 SCI 学术文章 133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文章 48 篇；参

加重大国际会议口头报告 44 人次，壁报展示 149 人次。这些成果突显了学生

两年科研培训的成效，一批创新拔尖人才正在脱颖而出。 

2) 教育同行予肯定，国际国内声誉强 

（1）历年的清华-匹兹堡大学联合学术研讨会中，学生的壁报展示均得到

了与会海外专家及同行的高度评价。 

（2）医学实验班学生回国报告会，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清华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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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及国内同行专家的高度认可。 

（3）2015 年 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专程看望了在美国匹大的实验班

留学生，听取学生汇报及交流，对实验班同学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4）2016 年 3 月澳大利亚墨尔本电台记者采访了 WEHI 医学研究所来自

实验班的两位在读博士生，对学生们在墨尔本大学的研究和他们的出色表现进

行了报道。 

（5）招生方面：自 2013以来，医学实验班招生取得了专业录取平均成绩

清华全校排名第 7、8 的稳定成绩，显示了实验班的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生及社会的认可。 

（6）就业方面：2017年实验班首届学生已经毕业，2018 年第二届学生目

前也基本完成了就业单位的选择。两届学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被选入协和博

士后项目，其余学生也被北京其他各顶级三甲医院录取。实验班培养的学生已

逐渐被医疗同行认可和青睐。 

3) 国际院校新加盟，多方合作多成效 

更多国际知名医学院校表达了与清华医学院合作培养学生的意向。几年来，

医学院先后与匹大、墨大医学院合作，为实验班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及

选择。美国康奈尔医学院、杜克大学医学院也新近与我院签署了教育科研合作

意向书，期待从临床学习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MD/PhD的新项目也

在酝酿中。 

4) 改革成果被推广，示范作用出新章 

关于改革的文章、报道先后被杂志、媒体所宣传，为项目量身定做的出国

前科研预培训的医学综合实验课程教材已出版，国际化教学改革的成果先后获

得了清华大学 2014 年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借鉴于实验班国际化合作项目的成功实践，国家留学基金委决定从 2014

年起精选一批国内外高校，开展以创新型培养模式及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

的国际合作项目予以立项支持,鼓励更多的院校开展类似医学实验班这样的创

新项目。清华医学的教学改革成果正在不断被推广，医学实验班正在陆续为社

会、为大众所认知、所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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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化教学改革的持续与长效发展 

医学实验班的国际化教学改革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区别与其他兄弟院校

的八年制教学体系，我们在改革目标上强调国际化竞争力，国内教育与国际培养

相统一；在改革方向上强调转化医学研究在医学教育中的意义，医师科学家的新

理念；改革方法上强调精英教学、因材施教、个性化专门化的课程设计，强调学

生在科研浩瀚的大军里学会创新与领跑……医学实验班“3+2+3”的学科建设模

式是突破传统医学教育的新模式，它注定是国内医学教育的里程碑，为培养拔尖

创新卓越医师人才提供新天地；注定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持续、长效发展，为我

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卓越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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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 

1、项目管理材料 

1）清华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博士（M.D）培养方案（国际化教学培养阶段节选） 

 
 

 
  

医学实验班（八年制） 

临床医学博士（M.D.）培养方案 

         

 

 

二零一六年九月 

清华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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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设置          

     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为八年一贯长学制专业，是为培养具有国际科研水

平的临床医学博士（Doctor of Medicine，简称 M.D.）而设置的。 

在国际医疗领域，医师科学家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他们不仅仅是医术精

湛医德高尚的医生，还是具备独立开展科学研究能力，引领现代医学发展的国

际医学界的领头人，如 20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Harald zur 

Hausen。然而我国的医师科学家人才十分匮乏，目前中国还没有培养自己的医

师科学家的完整培养系统。为顺应国家发展需要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看齐

的目标，清华大学于 2001 年创建医学院，于 2002 年在国务院、卫生部、教育

部的共同推动下与协和医学院（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签订共建合约，紧密合

作共同办学。2009 年清华大学设置八年制医学博士专业，即医学实验班。 

与国内其他医学院校的八年制医学博士生培养不同，清华大学八年制医学

博士生的培养充分重视现代生命科学对于医学的革命性影响，充分发挥清华大

学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同时为学生提供国际化视野和经验，以及转化医学的培

训和实践，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多方位发展潜能，可以积极面对

中国医疗体制的巨大变革和需求，从事医学相关领域的临床医疗、科学研究、

医学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为中国医疗事业及医学科研领

域的下一代领军人才。这也是清华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奋进的极为重要

的一步。 

 

二、培养目标： 

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的培养目标是为了适应国际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和医

学复合型高级人才的需求，为我国培养能够进行临床医学实践和创新性研究的

高层次研究型医师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医学领军人才。培养学生不仅具备

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扎实的临床实践技能、广博的文理社科知识，而且重视

现代生命科学对医学的革命性影响。学生将受到严格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训

练，让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医学技能，而且能够自如地运用现代前沿科学新知

识和新技术进行创造性地科学活动。  

 

三、培养方案 

1. 学制与学位授予 

学制：八年制。 

学位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Medicine，简称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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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养模式 

3+2+3 模式，即 3 学年基础课程学习，2 学年研究训练，3 学年临床医

学课程与实习。 

第一阶段：为期 3 年，主要建立医学生的知识基础和人文修养，认识生命

的价值和核心规律。要求学生掌握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的群体健康知识；良好的交流、信

息管理、科学思维和终生学习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发展潜能，为后续的科研

训练及临床课程的学习及临床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除学习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及细胞生物学等现代生物学的核心课程外，学生将学习基础医学课程包括

系统解剖学、神经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组织学、人体胚胎学、医学生理学、

医学遗传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寄

生虫学等。并安排“社区医学实践”等实践教学环节。 

第二阶段：为期 2 年，主要在国外一流医学院校进行生物医学的研究训

练。目标是让学生体验生命科学与医学科学的前沿研究，运用所掌握的基础知

识和技能，在导师指导下从事生命科学与转化医学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使他

们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科学思维和作风的训练。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和

合作精神，并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学生选

修部分转化医学或临床相关课程，让他们体会中国和国外医学院校在临床课程

方面的不同，同时提高运用英文进行医学学习和临床沟通的能力。 

第三阶段：为期 3 年，主要在国内大型综合性医院进行临床医学课程的学

习和临床实习，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要求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常见病、多

发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处理方法；学会门急诊

处理、重危病人抢救、接待病人、病例书写及良好的医患关系等临床技能；培

养临床思维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结合临床病例总结临

床知识与经验；培养学生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严谨的科学作风和高尚

的品格。 

 

3. 基本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生命科学基础知识、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基本技能，

接受人类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方面的基本训练。要求学生具备崇高的理想

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和

团队精神；比较全面地掌握文理社科知识、生命科学基础；具有坚实的医学基

础理论、一定的预防医学知识、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知识、扎实的临床实践技

能，形成较强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能独立处理各学科领域内的常见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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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掌握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实验技能，具备对人类疾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的深入探索能力。 

 

四、专业核心课程 

自然科学基础课程（36 学分）、生命科学基础课程（37 学分）、基础医学

课程（63 学分）、临床医学课程（81 学分）；科研训练（48 学分）、临床见

习（48 学分）、临床实习（44 学分）。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分布 

8 学年总计 400 学分。具体分配如下： 

（一）、第一阶段课程（第 1-3 学年） 

总学分：共 179 学分，其中包括理论课及实验课 170 学分，实践环节 9 学分。

（详略） 

 

（二）、第二阶段课程（第 4-5 学年） 

1.  科研训练概况    48 学分(共 2 年，每年 24 学分，每 2 周 1 学分) 

在完成基础医学课程后，学生将进行2学年的医学科研训练。目的是培

养学生运用所掌握的基础科学知识和实验技能，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生物医学

研究，培养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未来在临床实践中开展创新研究打好基

础。该培养环节安排在海外著名大学医学院（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和澳大

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同时可以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英文学习交流能

力。 

学生在海外科研培训期间做出的科研成果由清华大学医学院和外方签约

大学共同拥有，同时该生在此期间的科研成果将成为其清华医学院学位论文

的一部分。 

34000382 科研训练 (1) 12学分 

34000392 科研训练 (2) 12学分 

34000402 科研训练 (3) 12学分 

34000412 科研训练 (4) 12学分 

2.  双指导教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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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科研训练期间，每位学生需选择一个实验室/项目进行为期两年的基

础医学、转化医学或临床医学方面的科研训练。一旦访问学生的科研意愿被指导

委员会接受，此学生将会被指定一位外方签约大学的指导教师（海外导师）和一

位清华大学的指导教师（第二阶段导师），采取“双导师制”，共同负责指导和监

督学生的科研进展。 

- 清华大学医学院导师（第二阶段导师）聘任方式： 

根据学生科研兴趣，双向选择。 

-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导师聘任方式： 

根据清华大学医学院与匹兹堡大学联合培养协议，学生需根据自

己的科研兴趣，选择4个导师，利用两个月的时间，采取实地轮转该4个

实验室，最终确定指导教师。 

- 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导师聘任方式： 

根据清华大学医学院与墨尔本大学联合培养协议，学生根据自己

的科研兴趣，选择4个导师，通过面谈的方式最终确定指导教师。 

3.  科研训练过程 

指导教师确立后，学生将与其导师团队制定一个为期两年的旨在解决一个基

本科研问题的项目纲要。科研项目的选取应围绕下列培养目标：鼓励学生设计、

探索和试验创新性的方法来解决基础科学/转化医学/临床科学的难题。提高学生

作为未来的医师科学家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理性抉择方面的能力。提供机会

让学生从事以假设为驱动的研究，学生们也有机会从事个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在如何整合科研教学和临床实践的职业发展方面，给学生以榜样和指导。引导学

生把生物医学领域作为职业追求并学会如何合作。 传授基础科研及临床数据分

析及撰写公开发表的论文的能力。加强清华学生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除了参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学生还应该参加外方签约大学专门为医学实验

班制定的其他教育项目，鼓励学生在课业之余到海外大学的附属医院进行临床见

习，具体细则由外方签约大学确定。学生在海外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

规，必须遵守海外大学的包括科研、知识产权及成果发表等方面的一系列学术和

其他的规章制度。 

4.  考核方式 

考核周期：每半年考核一次，成绩计入课程成绩。 

考核方式：公开壁报汇报或提交研究进度报告（根据外方签约大学具体协议

细则）。 

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海外导师评价和壁报汇报/研究进度报告成绩。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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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依据清华评分体系，课程成绩将以“A+、A、A-、B+、B、B-、C+、C、

C-、D+、D、F”的形式记载。 

5.  科研训练成果汇报 

在两年海外学习期结束之时，学生需完成一篇以可发表论文格式书写的学习

内容总结，并采用壁报的形式口头向指导教师和同学汇报其科研及训练成果。 

6.  证书授予 

在指导教师正式批准访问学生的科研项目完成后，每位清华访问学生可获得

一份由外方签约大学医学院负责健康科学事务的高级副校长和其海外导师联合

签署的证书。根据学生选择学校不同，其获得的证书种类不同，具体执行根据协

议细则。 

7. 第二阶段达标要求，达到以下全部标准可进入第三阶段学习 

1）修完第 4~5 学年规定的必修课程（48 学分）。 

2）通过科研训练成果汇报。 

3）一次不通过（F）予以警告，两次不通过（F）将退出医学实验班，转系

至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根据生命科学学院的相关规定完成学业，达到标准者

授予生物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三）、第三阶段课程（第 6-8 学年） 

共 173 学分，其中包括理论课及实验课 81 学分，临床见习 48 学分，临床实习

44 学分。(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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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华-匹兹堡大学学生联合培养项目简介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无疑需要一批有国际视野、接受过现代生命科学系

统训练的医学领军人才。医学教育兼有科学和人文的特质，其培养过程与其他学科相比更加

复杂长期，需要一个严密完整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的重视通过世界各国医学界普遍制

定的医学教育标准和相应的考试制度得以体现。清华大学从本世纪初开始把发展医学生命科

学作为举校战略，成立了医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高层次的临床医师科

学家和药学科学家。清华大学医学院与美国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教学与科研

合作并实施的高等院校国际化联合培养项目正是力图通过实验班试点，积极探索医疗体制改

革新形势下医学药学领军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和新体系。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化医学”的理念正日益成为国际医学教育发展的

大趋势。医学界正力图找到促进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合适途径，

这需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教授和了解实际病例的临床医生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因此如

能在医学药学生培养过程中融入系统的科研训练，势必为日后从事临床的工作中提供更为直

接有效的转化与沟通的桥梁。这种培养模式符合当今国际医学界教育的培养理念，是清华大

学在经过多轮国内外专家的论证后在培养目标和理念上达成的共识，得到哈佛医学院、约翰

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世界一流医学院教育专家的肯定和支持。在八年制的教育过程中利用 2年

时间将学生派往国外先进的医学院校，使其受到先进而系统的转化医学的科研训练，一方面

将国外转化医学的先进水平引入国内，另一方面也利于提升后期临床教学的质量和层次。这

种培养模式在国内是首次实践，是我国在长学制医学药学生培养模式上的创新，是国际化高

层次人才培养的大胆尝试。  

匹大医学院在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教育领域拥有较强的实力，并在培养科研和医疗的

领军人物方面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匹大医学院的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目

前医疗保健所面临的挑战, 富有同情心和拥有精湛医术的医生，同时能够从事以提高人类

健康水平为目标的前沿性的生物医学研究以推进医学向纵深发展。匹兹堡大学的医学院及其

所属的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UPMC）处于全美顶尖水平，在器官移植技术、神经外科学、干

细胞科学与组织工程、纳米科学等均处于领先水平。经多轮认真严密磋商，清华大学医学院

与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及其医学中心就医学药学生派出培养计划达成合作意向，2011 年 4 月

24 日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博士和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院长阿瑟• 莱文博士代表

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双方共识，成立清华大学医学院和匹兹堡大学医学院临床教育和

科研合作项目，双方将通过这个项目实施医学药学实验班学生联合培养计划，从 2012 年到

2016的每个学年，清华医学院将择优派遣 35名左右医学药学实验班的学生赴匹兹堡大学医

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科研和临床训练。结束两年的学习之后，每位清华的访问学生可获得一

份由匹大医学院院长签署的结业证书。  

该项目的实施有赖于国家、学校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团体的支持，旨在学生在美国一

流医学院接受国际化的培养，并在学成后回国服务，成为我国新的医药卫生事业的领军人物，

为提高全民健康卫生水平和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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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清华与匹兹堡大学签署学生联合培养合作协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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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匹兹堡大学关于清华学生科研训练培养方案（英文版节选） 

 

TSINGHUA IMPLEMENTATION OUTLINE 

 

THUSM-UPSOM Program for Clin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stablish a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HUSM)-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Medicine (UPSOM) Program for Clin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t Tsinghua University—Discuss 

this program with Tsinghua colleagues in April 2012. 

 

Pre-Planning 

 To generate interest among the Pitt faculty for the Tsinghua program and students, Dr. 

Jeremy Berg will make a brief presentation about the program at one of the upcoming 

School of Medicine chairs meetings (scheduled for 9 January 2012).  Based on the Pitt 

lab visits arranged for the Tsinghua team that visited in October 2011, Pitt faculty are 

already highly enthusiastic about the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y this program presents.   

However, it’s important to develop buy-in across the board and respond to faculty 

questions. 

o Maggie will develop a “what am I signing up for” bullet page for potential Pitt 

mentors 

 

 To assure that Tsinghua students are prepared for their Pittsburgh experience, Dr. Jeremy 

Berg has prepared the following list of basic laboratory techniques with which the 

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before their arrival in Pittsburgh.  If necessary, Tsinghua will 

develop a special “laboratory boot camp” program to be sure the students have covered 

this list of techniques. 

o Proteins 

 SDS gel electrophoresis 

 Protein purification 

 Column chromatography 

 Western blotting 

o Nucleic acids 

 Gel electrophoresi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Southern blotting 

 Restriction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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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Bacterial cell transformation 

 Basic mammalian cell culture, transfection, and immunocytochemistry  

o Informatics 

 National Center for Bioinformatics (NCBI) tools 

 Searching  

 BLAST (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 

 

Research Program 

 Plan for the arrival of Tsinghua students in August 2012.  The formal academic year 

begins on 27 August.  The students should arrive on 19 August for a week of orientation 

before they begin their programs. 

o In early 2012, Tsinghua needs to sen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bout every 

student to Pitt (it may be good to get one or two samples first so we can indicate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is sufficient) 

 Name and program affiliation (MD or PhD); there will be 17 MD and 8 PhD 

students in the first cohort. 

 Resume or CV 

 TOEFL or IELTS scores or the equivalent from a Chinese exam 

 Transcript from Tsinghua,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Personal statement  by each student on his/her research interests and 

skills/experience 

o Based on the students’ backgrounds/experiences, Pitt will compile a list of 

potential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and laboratories/research settings that may be 

“good fits” for the Tsinghua students and will share this information with Tsinghua.  

o During the first two weeks in Pittsburgh, the THUSM students will: 

 Receive basic University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s (OIS) 

 Get an orientation to the campus and the city, including a briefing by Pitt 

security on campus and city safety and how to obtain help when needed. 

 Receive assistance settling in to their a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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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国际化教学管理相关规定（节选）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维护医学实验班正常的国际化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2012年 6月起，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学生选送 

第二条：通过专业成绩平均 80 分以上(含 80 分)、TOEFL 成绩 95 分的评分标准，医学院教

学委员会面试考核，以及外方院校面试考核合格的学生，第四学年开始出国接受海外科研培

训；对于考核不合格以及自愿放弃出国的学生予以留校，继续第四学年的毕业设计学习。 

 

第三条：学生出国前签署《清华大学本科生公派出国协议书》。本协议书由清华大学教务处

与医学院联合制定，协议书中各条款内容由清华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章 学制、学习年限与学分 

第四条：学生第四、五学年赴海外进行科研训练，学制两年，每学年学分 24分。 

 

第五条：学生在海外学习的课程分别设定为科研训练 1、2、3、4。学生需在清华教务系统进

行选课并记录成绩。清华记录课程成绩依据海外科研训练考核评估结果。 

 

第四章 学位 

第六条：留校学生第四学年毕业后，医学专业学生接受生命学院“生物学分委会”审核，授

予生命学院生物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药学专业学生接受医学院“生物医学分委会”审核，

授予医学院药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第六条：第四学年留校毕业本科生原则上不接受本校研究生推免，但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七条：出国学生第五学年结束后，根据合作协议，学生获得外方学校颁发的相应证书。 

 

第五章 学籍管理 

第八条：出国学生第四学年期间学籍档案由清华大学教务处管理。医学专业学生第五学年起

学籍档案继续由校教务处管理。药学专业学生第五学年起学籍档案归由校研究生院管理。学

生第六学年起按研究生待遇管理。 

 

第九条：学生出国期间需按照清华大学开学时间进行学籍注册，并缴纳学费。 

 

第十条：出国学生第四、五学年出国期间不办理离校手续：保留图书证，医疗证，餐卡，校

园网络账号，党组织关系，集体户口及个人档案在清华大学，但需出国前按期归还图书，结

清各种欠款，结清开放实验室上机费用等。 

 

第十一条：出国学生第四、五学年出国期间退出宿舍，不缴纳住宿费，回国后重新申请校内

宿舍。 

 

第六章 学习纪律 

第十二条：学生应当按照医学实验班国际化教学管理规定完成规定学业。按管理规定选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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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汇报材料 

1) 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中期总结报告》（2017.5 节选）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 

中期总结报告 

 

 

学校名称（盖章）：    清华大学       

主 管 部 门 ：    教 育 部     

项 目 名 称 ：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填 写 日 期 ：   2017 年 4 月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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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试点项目包括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和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项目覆盖人数是指试点专业每年招生人数。 

 

2.改革试点工作总结 

 

2-1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包括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质量评价等环节） 

（1） 课程体系改革举措 

清华大学的卓越医师人才培养最主要的特色在于课程体系的改革，采取“3+2+3”

八年 M.D.模式，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重视国际化培养，平衡科学研究能力

与临床实践技能，为未来医学界培养卓越的医师科学家。 

第一阶段：为期 3 年。主要建立医学生的知识基础和人文修养，认识生命的价值和

核心规律。利用三年时间完成基础医学理论的常规课程教学，另外增加“社区医学实

践”等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早期接触临床；要求学生在二年级进入各教授实验室，开设

“基础医学综合实验”等特色教学课程使学生早期接触科研。教学中注重培养创新精神

和发展潜能，为后续的科研训练及临床课程的学习及临床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为期 2 年。主要在国外一流医学院校进行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训

练，在海外导师和国内导师的双指导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科学思维和作风的训练，培

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合作精神，并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目前与清华医学院

合作的国际合作院校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 

第三阶段：为期 3 年。主要在国内大型综合性医院进行临床医学课程的学习和临床

实习，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目前实验班学生临床阶段的学习主要在协和医学院完

成。 

 

（2） 教学方法改革举措 

为达到未来卓越医师科学家的培养目标，配合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

如下改革： 

①  开展慕课教学：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型开放式网

络课程，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知识传播模式和学习方式，是全球范围

内高等教育的一场重大改革。医学院依托清华大学在线教育的整体优势制作

了多门 MOOC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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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PBL 在传统教学中的引入：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是“问题导向学

习”的新型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清

华大学医学院在医学免疫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以及组织学等传统课堂的

基础上增加 PBL 病例讨论，加强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 

③ 混合式教学：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布置作业，学生学习。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同，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在线上进行自

主学习，而课堂变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

疑解惑、知识的运用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以《医学寄生虫学》为

例，一个班共制作 200 余课件，综合在一起就是完整全面的教学资料。 

④ 早期接触临床：为培养卓越医师科学家，清华大学医学院专门开设《社区医

学实践》课程，极大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对于枯燥的医学知识能够做

到多看、多想、多查，而不是死记硬背，这对于培养医学高端人才十分有

益。 

⑤ 早期接触科研：清华大学的八年制医学实验班更注重科研训练，在大学二年

级下学期即要求每一位学生进入各教授实验室进行早期接触科研，同时开设

“基础医学综合实验”特色课程，使学生了解实验室的运转，学习科学研究

的思维，掌握基本的实验技术，为紧随其后的两年海外科研训练打下良好的

基础。 

⑥ 海外阶段双导师制：在海外科研训练期间，每位学生需选择一个实验室/项目

进行为期两年的基础医学、转化医学或临床医学方面的科研训练。一旦访问学

生的科研意愿被指导委员会接受，此学生将会被指定一位外方签约大学的指导

教师（海外导师）和一位清华大学的指导教师（第二阶段导师），采取“双导

师制”，共同负责指导和监督学生的科研进展。 

⑦ 临床阶段双导师制：为紧扣卓越医师的培养目标，医学实验班学生需在第三阶

段继续进行临床科研训练。学生将根据个人兴趣通过双向选择确定自己的临床

导师，与此同时第二阶段的指导教师在第三阶段仍旧辅助学生的毕业论文书

写、毕业答辩等，采取“临床阶段双导师制”。 

⑧ 课程师资配比改革：是医学院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以保证课程教学质量的高

水平完成，任何一门课程由以下几位老师组成：其中，Tenue Track 教授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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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系列教师 1 名；Consulting Professor（咨询教授）多名，聘请校外或国外

教师；教辅人员 1-2 名，由医学院技术员、教学秘书等承担；助教 0-1 名，由

医学院 Ph.D.博士生负责。 

 

（3） 考核方式改革举措 

医学实验班在各个阶段均严格考核，不达标的学生将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①  第一阶段达标要求：修完前 3学年要求的所有必修课程；出国前接受严格考

核：学分绩平均分不低于 80分，TOEFL成绩不低于 95分；清华大学医学院

教授组面试合格；海外签约大学教授组面试合格；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核

并获奖学金。 

② 第二阶段达标要求：修完第 4～5 学年规定的必修课程；每半年考核一次，考

核成绩包括海外导师评价和壁报汇报/研究进度报告成绩；学期结束之时，学

生需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格式的科研内容总结，并采用壁报的形式口头向指导

教师和同学汇报其科研训练成果；回国后须通过科研训练成果汇报。 

③ 毕业考试要求：毕业考试将分为笔试、面试和操作考试等多站式考核。笔试

涵盖所有专业核心课程内容；床旁面试由各科室主治医师组织，通过抽签方

式抽取病房现有实际病人，考核学生对疾病的基本知识、病史采集、体格检

查、病历书写、诊断与治疗、病患沟通等综合能力。 

④ 毕业论文与答辩：毕业论文分为海外阶段科研成果（第二阶段）和临床阶段

科研成果（第三阶段）两部分，有完整的同行专家评审及论文答辩制度。 

 

（4） 质量评价体系改革举措 

①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质量评价：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课程参与、作

业完成、课堂“讲授”、回答问题、积极讨论等环节评价。 

② 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质量评价：实验、实践、见习课过程中学生动手能力和

实践能力的质量评价，理论联系实际的评价。 

③ 注重学生科研能力的质量评价：第一阶段科研能力主要是由清华教授组面试

和海外教授组面试来进行评价；二阶段科研能力和成果主要是由海外导师和海

外委员会进行评价；三阶段科研能力和成果通过毕业论文外审和毕业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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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年度汇报（以 2016 年度总结为例，节选） 

 

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 

学生国际化教学项目总结报告 

 

 

项目名称：    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项目起止年月：2012-2016 

 

项目负责人：  施一公 

 

项目单位：    清华大学医学院 

 

项目总结日期：2016 年 9 月 

 

 

 

 

 

二 〇 一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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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医药实验班学生国际化教学项目 

总结报告（2012-2016） 

 

项目目标与背景 

清华大学医学院自 2001 年建院至今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探索并提出

了八年制国际化学生培养模式，旨在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高层次

的医师科学家和药学家。在“转化医学”的理念日益成为国际医学界教育发展的

趋势下，医学院希望在八年制的教育过程中利用中间 2年时间将学生派往国外先

进的医学院校，接受先进而系统的科研训练。驱动于该国际化教学改革的创新模

式，2011 年 4 月我院与医疗水平处于全美顶尖水平的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及其医

学中心就医学生派出培养计划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署了协议，标志着医学院学生培

养国际化教学改革的正式启动。 

随着国际化学生联合培养项目的有效推进，更多国际院校表达了与清华医学

院合作培养学生的意向。2013年 12月，医学院先后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药学院（UCSF），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签署了新的学生联合培养合作协议。

UCSF连续十年获全美药学领域排名第一，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则在 2013年医学领

域排名为世界第九位。新的合作学校的加盟意味着实验班的学生们有更多的先进

国际院校的选择，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不同的国际文化背景下拓宽国际视野，增

长学术知识。 

医药实验班的国际化教学改革开创了全国首次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大胆

尝试的医学教育模式改革。清华大学校方各个部门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予以了大

力的支持。2012 年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实施的卓越医师培养计划“拔尖创新人

才”医学教育改革项目也将清华医学实验班的国际化培养模式作为其改革项目之

一，体现了教育部及卫生部对医学院这一医学人才创新培养方案的认可和支持。

国家留学基金委对医药实验班学生生活费的奖学金资助是该国际化教学改革顺

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项目实施形式： 

三所合作院校采取基本相同的学生培养模式。以“清华-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联合学生培养计划”为例，匹兹堡大学通过如下形式完成对学生的科研和教学培

训： 

科研训练：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科研背景，匹大医学院为学生安排了总共四轮、每轮为期

两周的实验室轮转，学生可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优秀实验室及导师。然后通过学生、

导师的双向选择，确定最终进行科研培训的实验室，在紧接着的 20 个月中，学

生在导师指导下从事生命科学与转化医学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受到严格而系统

的科学思维和作风的训练。两年学习期结束之时，每位清华医学院的访问学生将

通过论文及采用 poster 的形式向其同学和指导教师汇报科研和学习成果，并可

获得一份由匹大医学院负责健康科学事务的高级副校长和其在匹大医学院实验

室指导教师联合签署的结业证书（墨尔本大学医学院还同时为两年学习合格的同

学提供硕士毕业证书）。 

1. 课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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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出国配套课程 

1) 医学科研伦理与实践课程大纲及学生上课照片（样例） 

课 程 教 学 大 纲 

课程名称 医学科研伦理与实践 课程负责人 王大亮 

 

教学重点 

 

配合医学院医药实验班国际化教学项目，在学生出国前接受医学科研训

练相关的科研伦理与道德、文献检索、综合实验以及海外医学科研体系

的了解和教育。 

 

课程主要内容教学： 

（可列多级标题，如设有实验，还须注明各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及实验内容） 

  该课程是配合清华医学院八年制医药实验班学生第四、五学年海外科研

训练的预备课程。按照医学院现有“清华-匹兹堡大学”、“清华-墨尔本大学”、

“清华-加州大学”三项联合学生培养协议的具体内容要求，在学生被派送国外

学习前系统进行医学科研伦理与实验技术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培训。旨在通过

对本科生进行“准研究生”的科研技能的准备与训练，确保学生海外科研培训

工作的顺利开展。 

课程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科研伦理与道德；2.文献检索；3.综合实

验；4.国外医学教育、科研体系及医药研发现状。 

 

三所国际合作院校的联合学生培养协议均要求学生掌握的具体实验技术如下： 

Proteins 

   SDS gel electrophoresis 

   Protein purification 

       Column chromatography 

  Western blotting 

 

Nucleic acids 

  Gel electrophoresi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Southern blotting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Bacterial cell transformation 

  Basic mammalian cell culture, transfection,   

  and immunocytochemistry  

 

 

Informatics 

  National Center for Bioinformatics (NCBI) 

tools 

  Searching: BLAST (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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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riction mapping 

    该课程教学主要分为下述几种形式： 

1) 讲课：科研伦理与道德，文献检索，以及上述各项实验技能的理论部分；国外医学

教育、科研体系及医药研发现状的介绍等。  

2) 实验：综合实验的集中培训，包括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实验报告、论

文书写等。 

3) 讨论：实验结果、科研伦理案例等内容的讨论 

考核成绩评定标准：必修考查课， 

考核方式：根据学生的问卷调查、实验操作与报告、案例讨论等结果予以综合评估 

 

 

“人体实验伦理”相关课题设计与“评审委员会”审查的模拟答辩现场 

 

以小组为单位的出国前综合实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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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医学综合实验指导》（出版教材封面及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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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海外《科研训练》课程教学大纲及海外科研训练照片 

 

课 程 教 学 大 纲 

课程名称 科研训练（一） 课程负责人 王大亮 
 

教学重点 

 

国际化的培养理念：注重基础医学药学、转化医学相关的科研训练，培

养学生掌握先进的科研技能，辅以相关的理论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教学： 

（可列多级标题，如设有实验，还须注明各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及实验内容） 

 

    科研训练系列课程是围绕“清华-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联合学生培养计划”的具体实施

所开设的课程，申请作为医学院医药实验班八年制培养方案中第四五学年学生的必修

课。医药实验班培养方案指出在八年制的教育过程中利用第四五学年两年时间将学生派

往国外先进的医学院校，使其受到先进而系统的转化医学的科研训练。该课程强调在国

际化的培养理念下，注重基础医学药学、转化医学相关的科研训练，加强培养学生掌握

先进的科研技能，辅以相关的理论课程，期待学生回国后一方面将国外转化医学的先进

理念及方法引入国内，另一方面也利于提升后期临床与药学研究教学的质量和层次。 

 

    科研训练（一）是学生第四学年秋季学期课程内容。该课程教学主要分为下述几种

形式： 

4) 理论课形式：生物医学逻辑与方法（1） 

5) 实验形式：在实验室内学生在相关指导教师指导下从事与基础医学/药学、转化医学

相关的科研训练 

6) 讨论报告形式：组织学生定期参加组会讨论及组间讨论，并汇报与交流各自学术的

研究进展 

7) 开题报告 

8) 医院参观见习：组织学生到匹大医学院的临床合作单位-匹兹堡医学中心附属医院进

行一定时间的临床观察学习，这些附属医院包括 UPMC 长老会医院, UPMC 

Montefiore 医院, UPMC Shadyside 医院, UPMC 匹兹堡儿童医院, UPMC Magee 妇女

医院, UPMC 肿瘤中心, UPMC 西部精神病医院和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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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讲座形式为主的讲解：组织安排各种系列讲座 

A 如何攥写医学学术论文与学术报告； 

B 科研与临床结合的各类学术讲座； 

C 临床病人查体方法介绍等 

    D 实验技术等 

6） 实践形式：前临床模拟训练。在匹大相关教师指导下，适当组织安排前临床模拟训

练的医疗实践 

通过该课程的训练与教学，期待学生熟悉常见的科研技术及应用，培养学生设计、

探索和试验创新性的方法来解决基础科学/转化医学/临床科学的难题，使学生了解生物

医学的逻辑与方法，对国外医院的管理体系和设置设备等有适当的认识，对前临床诊断

与治疗有初步的处理能力。 

考核成绩评定标准：考试课 100 分制，考核方式三种： 

理论课考试+ 学期研究进展报告 + 医院见习评估 

 

  

学生在美国的 MLB 课程                  学生在美国定期的科研进展壁报展示 

 

 

学生参加国际大会做口头报告           学生在美国接受临床模拟实践课程训练 

  



32 

 

4) 双语教学课程及主要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解剖学、组织与胚胎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遗传学、

神经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医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等课程均为双语课

程教学。 

 

常见的英文原版使用教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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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文教学课件（样例） 

组织学课件（样例） 

 

病理学课件（样例） 

 



34 

 

 

6) 英文案例讨论课件：（病理学样例，节选） 

  

  

  

  

Final Diagnosis： T-Cell Large Granular Lymphocytic Leuk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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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出国前面试考核材料（现场照片、考核记录等） 

  

出国前学生接受校内专家面试             学生接受海外专家面试（skype形式） 

 

 

部分管理文件装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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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出国期间管理效果文件： 

1) 美国匹兹堡大学候选专家名单（部分） 

以 2013年 8月学生在匹大轮转候选导师名单为例 

Program Rotation 1 Rotation 2 Rotation 3 Rotation 4 

MD Yoel Sadovsky Judith Yanowitz Kyle Orwig Eric Lagasse 

MD Elodie Ghedin Pat Moore/Yuan Chang Lee Harrison Olja Finn 

PhD Takis Benos James Faeder Gonzalo Torres Elodie Ghedin 

MD Tim Greenamyre Adrian Lee Paul Monga Jenny Grandis 

PhD Ernesto Marques Wen Xie Ben van Houten Bruce Freeman 

MD Don Burke Angela Gronenborn Nic Sluis-Cremer Mike Parniak 

PhD Ivet Behar Rieko Ishima James Conway Peijun Zhang 

MD David Hackam Ed Prochownik Jenny Grandis Joe Glorioso 

MD Angus Thomson Fadi Lakkis Robert Ferris Ira Fox 

PhD Robert Ferris Tom Smithgall Cary Wu Meir Aridor 

MD Tim Billiar Robert Friedlander Michael Lotze Ed Chu 

MD Bea Luna Don DeFranco Linton Traub Robert Ferrante 

PhD Bino John Ivet Bahar Robert Turner Carlos Camacho 

MD Michael Tsang Cecelia Lo Rocky Tuan Art Levine 

MD 
Michael Lotze Ben van Houten 

George 

Michalopoulos Cary Wu 

MD Susan Amara Charleen Chu Russ Salter Clayton Wiley 

MD Eric Lagasse Rocky Tuan David Vorp Bill Wagner 

MD Ed Prochownik Bill Klunk Ed Chu Paul Monga 

MD Binfeng Lu Tim Billiar Ira Fox Fadi Lakkis 

MD 
Rob Sobol Chris Bakkenist 

Pat Moore/Yuan 

Chang Cecelia Lo 

MD Linton Traub Robert Ferrante Ed Burton Peter S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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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双导师名单（部分） 

以 9字班双导师匹配为例（该表格涵盖药学专业学生） 

order Scholar Laboratory in Pitt Program 
Co-mentor in 

Tsinghua 

1 Guojing (Novea) Chang Yoel Sadovsky MD Jie Na 

2 Lijia (Celia) Cui Elodie Ghedin MD Linqi Zhang 

3 Qingyang Ding Jim Faeder PhD Gang Liu 

4 Yu (Daphne) Du Jenny Grandis MD Zhijie Chang 

5 Yang Gao Bruce Freeman PhD Gang Liu 

6 Tianhua (Tiffany) He Don Burke MD Linqi Zhang 

7 Feizhuo (Kaitlyn) Hu Ivet Bahar PhD Gang Liu 

8 Aofei (Pascal) Li Joe Glorioso MD gongcheng 

9 Guanquio Li Mike Lotze MD Li Wu 

10 Jing Li Robert Ferris PhD Gang Liu 

11 Wei Li Robert Friedlander MD Guosong Liu  

12 Li (Mary) Ma Linton Traub MD Haitao Li 

13 Wenzhi Mao Ivet Bahar PhD Gang Liu 

14 Luxi (Lucy) Sun Art Levine/Li Lan MD Guomin Li 

15 Jingnan Wang Ben van Houten MD Dong Wang 

16 Hao (Kilits) Wu Don DeFranco MD Qin Shen 

17 Jing Wen Xue (Wendy) Rocky Tuan MD Yanan Du 

18 Wei Yang Ed Chu MD Gang Liu 

19 Xi (Cath) Yang Binfeng Lu MD Hai Qi  

20 Zhongxun (Albert) Yu Rob Sobol MD Zhijie Chang 

21 Yangzhong (Hubert) Zhou Ed Burton MD Jisong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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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师对学生的科研及综合表现评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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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生归国后报告、成绩汇总及学生反馈等： 

1) 学生壁报展示样例： 

97 班 周央中在归国报告会上的壁报展示：该文章最终发表于 Nature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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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发表文章统计表：以首届学生为例 

清华大学医学院医药实验班 97班同学 2017 年毕业 13人，他们在 SCI 期刊上共发表了

论文 46篇，综述 7篇，其中 20篇是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 

姓

名 
发表文章 

常

国

婧 

1.Makkar A, Mishima T, Chang G, Scifres C, Sadovsky Y.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4 is expressed in the mouse placental labyrinth, yet is dispensable for 

placental triglyceride accumulation and fetal growth. Placenta. 2014 Jul 24. (IF: 

3.531)  

 

2.Chang, G., Mouillet, J.F., Mishima, T., Chu, T., Sadovsky, E., Coyne, C.B., Parks, 

W.T., Surti, U., and Sadovsky, Y. (2017). Expression and trafficking of placental 

microRNAs at the feto-maternal interface. FASEB J. 2017 Mar 13. [Epub ahead 

of print] (SCI IF: 5.299) 

崔

丽

嘉 

1. Lijia Cui, Lorrie Lucht, Laura Tipton, Matthew B. Rogers, Adam Fitch, Cathy 

Kessinger, Danielle Camp, Lawrence Kingsley, Nicolas Leo, Ruth M.Greenblatt, 

Serena Fong, Stephen Stone, John Dermand, Eric Kleerup, Laurence Huang, 

Alison Morris, Elodie Ghedin. Topographical diversity of the human respiratory 

tract mycobiome and alterations in HIV infection and lung diseas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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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归国报告（内含反馈意见）： 

出国总结 

 

2009 级医学药学实验班 常国婧  

学号：2009012284 

 

五年前，在我刚进入清华大学大门的时候，我正好赶上了第一届医学药学实验班招生，

有幸加入这个班级、成为中国历史上医学教学新尝试的先驱者之一；两年前，我非常荣幸的

得到清华大学和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进行进一步科研训练的。时

光太快，两年匆匆而过。作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两年，这段时光注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一、科研方面成果 

我始终记得两年前刚到美国时的迷茫。对于科研，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在清

华的三年里，课业负担确实比较重，至少对我来讲基本没有多余精力再在实验室做科研。所

以科研上零基础上的我，去美国做科研，心里真是空落落的。不过当我真正进入了实验室接

触科研，我发现一切都还是可以把握的。 

我的导师是妇产科和生殖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 Dr. Yoel Sadovsky。他也了解我的情况，

所以在我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并没有让我做一些难度很高的工作；相反的，他让我读了一

系列的文献，以对我们所做课题有更好的了解。我们实验室之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有一种人

类特有的微小核糖核苷酸（miRNA）——chromosome 19 miRNA cluster (C19MC)特异性的表

达在胎盘中，并且有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期了解这种 miRNA

在人体内如何运输以及发挥抗病毒作用的场所。由于这种 C19MC 是人类特有的，所以首先

我们实验室为了研究便利，将人类表达这个 C19MC 的基因片段导入小鼠胚胎内，制造出了

可以表达 C19MC 的转基因小鼠。我所做的科研项目就是以这种转基因小鼠为模型，研究胎

盘中特定形成的一种 miRNA 在胎盘、母体、胎儿之间的运输策略。 

首先我的导师让实验室另一位老师亲自带着我作实验，经过两个星期，我对我所做实验

的流程（小鼠的剖腹产、动物组织提取、RNA 的提取、RT-qPCR）、对实验室仪器设施的使

用有了一定的了解，自此，我开始逐渐的自己做实验。过了半年，导师还让实验室另一个日

本老师教我做小鼠的胚胎移植，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实验，我想学会这个实验，对于我将来

的实验、甚至临床手术都是有帮助的。在最后的一年里，我继续学习了多项实验技术（Laser 

capture micro-dissection、immunofluorescence、动物组织多种染片技术等等），以完善我的课

题、并且帮助实验室其他同事做了一系列的实验。两年结束，我在做科研这件事上已经能够

轻松驾驭。 

我的导师对我的指导非常重要。在我的科研精力较浅的时候，他耐心为我讲解、有意识

的引导我的思路。随着我的逐渐成长，他会给我更多机会思考，自己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实

验室其他同事给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其他同事都是在实验方面非常有经验的。每当做实验我

有疑问时，他们都会耐心给我解答，并且举一反三。我非常感谢他们不遗余力的帮助。 

在这两年里，我和实验室其他成员一样，参加组会，并且定期做报告，所以经过两年的

锻炼，我们的英语报告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年五月我参加 UPMC Magee Womens 

Research Institute 的 Research day，做了口头报告，并获 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s。今年

二月我去参加了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国际性会议——2014 Social Maternal-Fetal Meeting，并做

了 poster 展示。在刚刚出版的新一期 Placenta 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我参与的文章，并且一张



49 

 

我做的 immunofluorescence 结果图作为封面发表。而在我回国之前，已经完成了我作为第一

作者的文章 Unprecedented communication of microRNAs at the feto-maternal interface 的撰写，

现在这篇文章正在准备中，即将投稿。 

 

二、生活体会方面 

我和所有留学生一样，对留学生活充满期待和不安。期待于一个在美帝的、和中国完全

不一样的生活，不安于资本主义国家、英语国家生活习惯的差异。这两年下来，我们的适应

能力必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所有女生必定都练就了一身“女汉子”的功力。在美国的两年里，我们经历了自己搬家、

自己拼床、拼桌子、在大雪纷飞时节去五六公里外的中国超市采购等等。很多活儿都很累，

不过我们苦中作乐，很多同学都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大家的感情也越来越好。经过

两年的锻炼，我们的厨艺也是大幅提高，各种中西菜肴、或难或简都不在话下。 

我们也利用节假日去美国各地旅游，看遍了美国的大好河山，看够了蓝天绿水。其实旅

行对我们更重要的意义是在这个自由自在的年纪里，和朋友们一起，一边玩儿一边儿聊，交

流思想，我们互相也越来越了解，这必定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三、对项目的感受和意见 

我有幸参与这个项目，并且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两年。这两年里，我不仅提高了我的科

研能力，而且遇到了很多人，大家在聊天过程中互相了解，体会不一样的人生和梦想，我真

的受益良多。所以我对这个项目是非常满意的。接下来的学弟学妹也必定会在自己科研和想

法上收获很多。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越做越好。 

1. 尽多选择一些科研经费充足、科研水平高的导师。不要出现我们同学想买

试剂实验室却没钱买的情况；也不要出现有些同学做了一年实验却因课题

本身设计问题导致课题流产的问题出现。 

2. 注意我们八年里各个阶段的衔接。 

 

四、论文发表 

1. Makkar A, Mishima T, Chang G, Scifres C, Sadovsky Y.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4 is 

expressed in the mouse placental labyrinth, yet is dispensable for placental triglyceride 

accumulation and fetal growth. Placenta. 2014 Jul 24. pii: S0143-4004(14)00635-3. doi: 

10.1016/j.placenta.2014.07.008. (IF: 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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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做的 immunofluorescence 结果图作为封面发表） 

 

（图为 2013 年清华－匹大研讨会时和施一公老师合照） 

 

（图为 2014 年 2 月参加新奥尔良 SMFM 会议进行 poster 展示，与 Dr. Yoel Sadov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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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生反馈（部分） 

八年一觉大学梦，一举赢得博士名 

— 周央中 

八年匆匆，走一步，看一步，从未回首；八年走完，蓦然回首，感触

颇多。  

这八年来，我每一天都在内心深处为自己选择了“医学实验班”而感到

庆幸和自豪。这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拥有独特的群体，给了我独特的经历。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我会修正很多错误，但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医学实验班。  

犹记得八年前，以培养“医师科学家”为幡号，施一公老师引领着刚

刚摆脱稚气的我们，以自己现在都难以想象的勇气加入到这个团体。那时

的我们，在前途一片未知下，又坚信着前途一片光明。回首这八年之路，

有人离去，有人加入，但终究是越来越多的人，陪伴我们越走越远；也有

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在我们的身后，开创出属于他们的实验班风采。  

拥有独特“3+2+3”的培养模式，我们有幸在八年中感受三重文化：清

华的三年基础课程教会我们胸怀天下、行胜于言，海外的两年科研训练教

会我们开阔视野、严谨治学，协和的三年行医体验教会我们三基三严、心

系患者。而这三重文化的交融，塑造出独特的我们。  

毕业之际，想说的感谢太多太多。首先衷心感谢母校和各位老师，给

予我们太多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导师们，对我们科研作风的熏陶和培养；

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为我们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

的大力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去国际一流医学机构学习深造；最后，感谢家

人、亲人和爱人。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拨穗，八年的点点滴滴，

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目。毕业，是人生慢慢成长之路的节点，是未来医

生生涯的新起点。今天，我们与清华暂别，我相信，五十年后再相会，我

们定会给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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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认证、评估、同行评价反馈： 

1) 国家留学基金委刘京辉秘书长在 2017 年毕业典礼上对实验班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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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中国最佳医学院综合排行榜： 

（清华大学首次打榜，综合排名 26名，相信会有更快速迅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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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奖证明（公示材料节选） 

 

 

 

 

 

4）2017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获奖证明（公示材料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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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在线教育“智慧教学之星”奖 

 

 
 

 

 

6）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走进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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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医的奥秘 

 

 

 

8）清华大学精品课《免疫学》 

 

  



58 

 

9）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教育创新奖，2016 年），成果名称：“创建“三

位一体”的病理学挑战性课程”；完成人：裘莹、吴励、任芳丽、王大亮、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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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6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证明 

 

 

11）2014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证明 

 

 

 

 

 

 

 

 

 

 

 

 

 

 

12）2014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证明 

  



60 

 

8、教学学术文章发表及会议等 

1) 关于国际化教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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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关于 PBL 教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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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临床早接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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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在国家留学基金委 20 周年纪念书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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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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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医学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反思—面向 21世纪医学人才培养国际会议大会

发言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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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匹大方面关于两校合作培养学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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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媒体关于实验班国际化教学的宣传报道： 

 国内媒体报道： 

1) 2011 年 4月 26日 中国新闻网  清华大学与美国匹兹堡大学签订医学院合

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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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1.04.27 清华新闻网   清华大学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开展医学教育科研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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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04.24 清华新闻网 首届清华-匹兹堡联合医学学术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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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3.05.07 清华新闻网 第二届清华-匹兹堡联合医学学术研讨会在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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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04.14  清华新闻网 五校联合医学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医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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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06.15 清华新闻网 第五届“清华-匹兹堡大学医学学术联合研讨会”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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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6 清华新闻网 刘延东看望清华医学实验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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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5.6 清华新闻网：清华医学实验班：在匹兹堡和校长一起过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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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5.06.20 中国新闻网 刘延东戴 3D 眼镜体验最美医学成果 勉励清华小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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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5  赛先生 施一公的改革作品：清华“医师科学家”的诞生 

http://weibo.com/p/1001603866575773034762 

 

http://weibo.com/p/100160386657577303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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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5 中国教育新闻网 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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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5 人民日报 医学实验班，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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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6.3 墨尔本电台：关于 WEHI 研究所清华实验班学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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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6 清华新闻网  清华大学医学院医学实验班第三届学生归国报告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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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7.6《神州学人》：中国首届国际化医师科学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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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7.9 清华新闻网：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第四届学生归国报告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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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8.3 院新闻：第二届实验班墨尔本大学研究型硕士毕业证书授予仪式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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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媒体报道： 

Media Clips for Tsinghua MD Program 

1) 2011.5 UPMC News: New Pitt, Tsinghua University Education Program 

Will Bring Chinese Students to Pittsburgh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Training 

两校项目合作协议签署，来源：UPMC 新闻网，2011/05/03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1/Pages/pitt-tsinghua-university-

program.aspx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to come to Pitt 

主题同上，来源：匹大新闻网，2011/05/11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1/Pages/pitt-tsinghua-university-program.aspx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1/Pages/pitt-tsinghua-university-program.aspx


90 

 

 

2) 2011,NEXT,A historic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Beijing in 

Pitts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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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to come to Pitt 

http://pittnews.com/article/16425/archives/chinese-medical-

students-to-come-to-pitt/ 

 

  

http://pittnews.com/article/16425/archives/chinese-medical-students-to-come-to-pitt/
http://pittnews.com/article/16425/archives/chinese-medical-students-to-come-to-p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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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4. UPMC News: Tsinghua University Hosts First Symposium with 

Pitt Under New Biomedical Research Training Collaboration 

 

清华主办第一届两校研讨会，来源：UPMC 新闻网，2012/04/11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2/Pages/Tsinghua-Pitt-

Collaboration.aspx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2/Pages/Tsinghua-Pitt-Collaboration.aspx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2/Pages/Tsinghua-Pitt-Collabor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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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4 UPMC News: Pitt Hosts Second Annua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Tsinghua University Joint Symposium on Medical 

Sciences. 

匹大主办第二届两校研讨会，来源：UPMC 新闻网，2013/04/30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3/Pages/pitt-hosts-

second-annual-joint-symposium.aspx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3/Pages/pitt-hosts-second-annual-joint-symposium.aspx
http://www.upmc.com/media/NewsReleases/2013/Pages/pitt-hosts-second-annual-joint-symposiu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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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3,NEXT,Pitt Med and Tsinghua—getting to know you 

2013年匹大研讨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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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4,NEXT,We are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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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5.4 UPMC News: Pitt Hosts Fourth Annua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Tsinghua University Joint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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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5.6 CHINADAILY：Tsinghua students flying high 

 

刘延东看望在匹清华学生，来源：中国日报，2015/06/22 

http://usa.chinadaily.com.cn/world/2015-06/22/content_21069000.htm 

 

 

  

http://usa.chinadaily.com.cn/world/2015-06/22/content_210690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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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5.6 YIBADA News: Partnership Betwee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itt Med benefit Aspirin Experts and Doctors 

 

主题同上，来源：YIBADA，2015/06/22 

http://en.yibada.com/articles/40009/20150622/partnership-between-tsinghua-

university-pitt-med-benefit-aspiring-medical-experts.htm 

 

 

  

http://en.yibada.com/articles/40009/20150622/partnership-between-tsinghua-university-pitt-med-benefit-aspiring-medical-experts.htm
http://en.yibada.com/articles/40009/20150622/partnership-between-tsinghua-university-pitt-med-benefit-aspiring-medical-exper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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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singhua Scholar at Pitt 

来源：匹大新闻，2015/06/22 

http://www.ucis.pitt.edu/main/image/tsinghua-scholars-pitt 

 

 

  

http://www.ucis.pitt.edu/main/image/tsinghua-scholars-p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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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7.5 Pitt U. News: Joint Symposium Pathways to Precision and 

Therapeutics 

匹大主办第六届两校研讨会，来源：匹大新闻网，2016/05/10 

http://pitt-tsinghua2017.pitt.edu/ 

 

 
  

http://pitt-tsinghua2017.pit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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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7.7 Pitt U. News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Tsinghua–Pitt 

Biomedical Partnership Celebrates Its First Class of Graduates 

 

清华-匹大医学生合作项目迎来第一届毕业生，来源：匹大新闻网，2017/07/14 

 

https://www.pittwire.pitt.edu/news/tsinghua-pitt-biomedical 

 

 
 

  

https://www.pittwire.pitt.edu/news/tsinghua-pitt-bio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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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7.7.14 Pitt U. News : Partnership between Pitt and Tsinghua 

reaches milestone 

来源：匹大新闻网，2017/07/14 

http://insideupmc.upmc.com/pitt-tsinghua-partnership-milestone/ 

 

 

  

http://insideupmc.upmc.com/pitt-tsinghua-partnership-mil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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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它：招生、就业、社会实践等医学实验班相关情况 

1) 医学实验班招生情况（2013-2015 年统计）： 

 2013年 2014年 2015 年 

招生人数 22 33 25 

医学实验班 

在清华各专业排名 
8 7 7 

北京协和医学院 

在清华大学各专业排名 
31 未公开 未公开 

第一志愿满足率 

（非第一志愿人数） 
95.4%（1） 97%（1） 96%（1） 

志愿总满足率 100% 100% 100% 

省第一名（状元）人数 1 2 2 

省 2-10名人数 2 5 5 

参加各科竞赛获奖人数 1 1 7 

省前十名和竞赛生 

占总生源比例 
18.1% 24.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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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学实验班学生历年深造去向： 

2009 级学生（首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姓名 就业去向 科室 

常国婧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外科 

周央中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内科 

何天骅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内科 

崔丽嘉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内科 

于仲勋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儿科 

马莉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超声科 

王静楠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核医学科 

杨威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博士后项目 肝胆外科 

杜宇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博士后项目 眼科 

薛婧雯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博士后项目 皮肤科 

李冠乔 清华大学 GSK博士后项目 免疫科 

李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放疗科 

吴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外科 

2010 级学生（第二届学生）拟就业去向 

 郭昊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外科 

顾光超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外科 

张慧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外科 

王文倩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外科 

张腾越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内科 

孙鹿希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内科 

高颖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妇产科 

陈净慈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病理科 

于姝婷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耳鼻喉科 

黄会真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麻醉科 

唐晗琪 协和医院博士后项目 急诊科 

张竹影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博士后项目 皮肤科 

武昭颖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博士后项目 妇产科 

陈晔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博士后项目 神经内科 

许晶晶 北京医院 眼科 

孙天墨 北京医院 泌尿外科 

李巧 中日友好医院 呼吸内科 

黄靖婧 中日友好医院 胸外科 

陈兆瀚 医科院整形医院 整形外科 

钱易婍 复旦附属中山医院 内科 

王沛璐 美国 哈佛公共卫生 PhD 

王俐文 上海瑞金医院 科研 

李骜飞 美国 尚未确定 

杨溪 美国 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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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7 院新闻：医路有你——医学院师生参加 2015 年暑期全国医学

生医疗扶贫实践青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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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7 院新闻：医路有你——医学院师生参加 2015 年暑期全国医学

生医疗扶贫实践（汕头行） 

 

2016 年 7 月 15-22 日，“李嘉诚基金会 2016 年暑期医疗扶贫暨服务学习计划”在广东省

举行。我校医学院刘津平老师带队，2010 级医学实验班的 4 名同学，奔赴汕头、揭阳

和潮州三地，参加医疗扶贫实践活动。 

 

李嘉诚基金会暑期医疗扶贫暨服务学习计划开幕式在汕头大学医学院新教学中心举行。

由汕头大学医学院医疗扶贫办公室主任许龙水主持，汕头大学医学院院长边军辉、李嘉

诚基金会驻汕头大学医学院顾问罗敏洁博士等嘉宾介绍了医疗扶贫的意义，期望同学们

养成好的医德医风。来自我校医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

学医学部等全国 14 所高校的医学院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师生合影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来自全国 14 所高校医学院的 130 多名师生和汕头大学附属医院的

医生共同组成医疗团队，前往揭阳市白塔镇的广联村、隆江镇的凤红村，以及潮州市归

湖镇的塘埔村，为当地村民提供医疗义诊、送医送药、走访贫困家庭、社会调查，同时

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急救知识培训等服务。 

 

参加医疗扶贫的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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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7 院新闻：走进山村送医疗献爱心——医学实验班参加 2017 年

全国暑期医疗扶贫活动（昆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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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3 学生公众号：医柒实践 白衣乡路@医路何方泰来行（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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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4 学生公众号：医柒实践 橘井泉香芳四溢，杏林春暖燕双飞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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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评价类：成果推广：教育研究机构的借鉴与创新 

1) 2014.10 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培养项目 2014 年执行情况汇报

与 2015 年项目工作计划（对于清华实验班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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