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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基础研究，既是疾病诊断和预

防手段发展的基石，也是研发创新药物和

疫苗等治疗手段的基础和方向。近年来，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长足发展，为提升人民

健康水平做出重要贡献。但医学基础研

究领域依然缺乏一批在“无人区”探险的

人才，原创基础研究的产出质量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

相较于临床医学，愿意选择医学基础

相关专业的优秀学生依然有限，毕业于临

床医学而选择基础医学研究和教学的更

是凤毛麟角。基于此，我国一些医学院校

专门设置了基础医学、药学、中药学等医

学基础学科专业，部分高校被纳入教育部

实施的“拔尖计划”。

如何探索出符合医学基础学科特点

的人才培养体系？“技”“道”并重、“专”

“全”并行的医学教育格局是否形成？

要有“试错”的精神
和“容错”的环境

入学后的第一个月，华中科技大学

2020 级基础医学强基班学生陈怡清就跟

随导师进入实验室，了解课题研究方向与

进展。“目前我已在 3 个实验室进行轮转，

初步确立了今后的科研重点——免疫肿

瘤。”陈怡清说。

在基础医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中，华中科技大学实施“三早进”科研育

人计划：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早进课

题组。同时，通过本科阶段实验室轮转、

多次“双向互选”导师等方式，为学生定制

个性化培养方案。

“学生越早进入实验室，越多了解医

学前沿领域，越能更好地将自身兴趣与研

究方向相匹配，从而获得持久的研究动

力。”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陈建国介绍，在

这样的科研训练体系下，学生自主学习、

主动探究、大胆质疑、勇于创新的意识和

能力都显著增强。

在基础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特别重视

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空间，引导学生从被

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究，从解题转向发现和

提出问题，从模仿转向创新，提供优质土

壤，促进更多优秀学生“冒尖成长”。“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过程，需要有长远的

眼光和宽容的心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院教授史静寰表示，在人才培养中，拔尖

人才需要有“试错”的精神和能力，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的环境也需要有“容错”和调

整的制度。

“切实落实导师的‘大先生’作用，准

确定位导师制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过程

中显得尤为重要，这关乎着学生怎样处理

课程学习和导师日常指导之间的关系。”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有关

负责人表示，一些学生对自我成长的理解

过于狭隘，一味追求课程的分数，不愿意

在课程学习之外多花时间。该负责人建

议，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教育者重新审视教

育的本质和人才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更

新教育理念，重构人才评价标准，完善本

科生导师制实施中的相关细则，进而建立

良好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医科与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

随着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的蓬勃发

展，医疗人工智能、医疗工程技术等具有

明显学科交叉特征的新兴医学相关学科

逐渐涌现，成为健康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

新动力。如何培养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

拔尖创新人才？

“智能医学看重的是以医院信息化为

媒介，对其所带来的海量医学数据进行有

效利用。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的智能分析

和决策，为患者带来个性化精准医疗；另

一方面，通过对海量病例样本的数据挖

掘，揭示相关疾病发生、发展及诊疗的规

律，从而给基础医学的发展带来新思路。”

天津大学医学部副主任万亮介绍。

“我们的专业课程很有特色，其中数

理基础、医学基础和智能技术相关的课

程各占 1/3。学院开设了不同难度级别、

中英文两种版本的课程，鼓励我们根据

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专业选择自主选

课 。”天 津 大 学 2018 级 智 能 医 学 工 程 专

业学生赵鸿波说，这几年的学习坚定了

自己的初心：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

的本质及规律。

能否在交叉学科领域培养出拔尖创

新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占领未

来学科的前沿。在基础医学领域，不少学

校展开探索：复旦大学开设交叉融合课

程，加强医工、医理、医文交叉融合，基础

医学与临床医学融合，为卓越医学人才成

长夯实基础、拓宽视野；浙江大学基础医

学专业强基班，强化数理基础，注重人工

智能等多学科融合，为解决感染性疾病、

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诊治的核心技术，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

“新兴学科研究一直是我国医学科

技创新链条的重要环节，许多生命科学

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都应及

时有效地转化到临床应用中去。”万亮表

示，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同时接受系统的

交叉学科训练，培养兼具深厚数理基础、

完备医学背景、扎实工程技能等复合知

识的拔尖创新人才，这其中面临很多体

制机制的问题，比如跨校的联合培养、跨

学科门类的联合学位授予、非临床专业

的长学制本研贯通方案设置、毕业生的

职业发展路径规划、国际合作等。这需

要我们不断努力，也需要政策环境的支

持，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

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

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

中山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周

建华建议，组建跨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团，

进行多导师联合指导，促进不同学科知识

体系碰撞、融合与创新，夯实学生多学科

基础知识，创新跨领域研究方法，培养学

生源头创新能力。

遵循教育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

北京大学在全国基础医学专业中首

创“八年一贯、本博融通”的培养模式。“我

们制定实施本学科的拔尖学生培养方案，

每一年级设置博雅学堂班。”该校基础医

学院副院长王韵说。

每级博雅学堂班约 30 人，绝大部分

由“强基计划”招生来的基础医学专业学

生组成。 2019 年试点以来，学堂班依托

北大未名基础医学基地，设立专家指导

组，包括首席顾问教授、校内指导教授、校

外指导教授 3 人，均为国内外知名院士学

者。“作为教学副院长，我与学业导师、教

学学工人员及各年级博雅学堂班学生代

表组成工作组，师生共同努力探索基础医

学拔尖学生培养模式。”王韵说。

拔尖学生需要怎样的拔尖课程？学

堂班挑选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参与小组

讨论课，引导学生梳理某一领域发展脉

络、创新角度、前沿问题。在 2020 级学生

许依诺看来，博雅学堂班开设的专业课程

《基础医学前沿拓展》很有帮助：“大家通

过自学讲义和文献、小组讨论、文献展示，

培养自主学习、学术交流和科研思维等能

力，课程很受欢迎。课程有 3 个特点，一

是早，让大家早接触科研；二是前，专题都

是基础医学前沿话题；三是高，国际化视

野，都是高难度的医学难题。同学们提出

了越来越多老师们无法回答、文献里没有

答案的问题，这就是科研的启蒙。”

种子不好，丰收难保。要培养出优秀

的基础医学人才，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教育公

平的理念，博雅学堂班还对未投放“强基

计划”录取名额省份的考生有限录取。避

免唯分数论，在每学年动态遴选中，对高

绩点学生仅进行形式审核，降低学生负

担。同时，允许绩点稍低的考生进行个人

陈述，为“偏才”“怪才”保留成长空间。

当前，新医科建设正在深入实施。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推进新

医科建设，要着力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体

现“大健康”理念和新科技革命内涵，对现

有基础医学等专业进行改造升级，建设一

批新的医学相关专业，同时要强力推进医

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李凤

林建议，创新人才培养的管理模式，强化

学科基础性。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多主

体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医教融合、科教融

合以及医疗教育卫生体制的融合，不断开

发创新型医学科研实践基地，建立医学仿

真模拟实训实验室，强化医学基础性研

究，强化医学教育教学的整体性、系统性、

前沿性。

各高校探索符合医学基础学科特点的培养体系

培创新土壤 促冒尖成长
本报记者 黄 超 丁雅诵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长足发展，但在医学基
础研究领域，原创基础研究
的产出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基于此，我国一些医学
院校专门设置了基础医学、
药学、中药学等医学基础学
科专业，通过实施科研育人
计划、培养交叉学科人才等，
探索符合医学基础学科特点
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核心阅读

■两会后探落实·基础学科人才培养③R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

王珏）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 究 所 揭 晓“2021 年 中 国 考 古 新

发现”。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

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

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

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

群等 6 个考古项目入选。

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

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

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

器时代遗址。在遗址内发现了目

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

遗存，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

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

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

备的阿舍利组合。据悉，阿舍利技

术是人类在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

一种高峰的标志，所以备受国际考

古界关注。这些发现为完整复原

早期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顽

强生存与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新证据。

黄山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屈

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

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反映

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

融合发展的基本特点，为探讨豫西

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

提供了关键材料。

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商代遗址，

新发现的 6 座祭祀坑出土的重要

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

尊跪坐人像、人头像、面具、象牙、

象牙雕等，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

址的文化内涵，也将促进关于三星

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

祭祀体系研究。

国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区

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

葬，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为筑卫城城

址的最终定性及探讨清江盆地两

周时期聚落布局和社会结构打下

了坚实基础，同时为百越文化研究

打开了新局面。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

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罕见的葬

具绘画及精美的漆木器，活化了

秦汉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

史场景，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

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

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揭示了吐

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

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

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的思想

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等历史

细节的变迁，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

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

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为丝绸

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

了新的研究方向。

展现文化交融 勾勒历史风貌

2021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皮洛遗址、三星堆商代遗址等 6 项入选

本报北京 3 月 22 日电 （记者余

建斌）远望 5 号船 22 日驶离中国卫星

海上测控部码头，赴太平洋等多个海

域执行测控任务。

据了解，远望 5 号船刚刚结束为

期 50 余天的船舶中修技术改造升级，

在航行动力、航行安全性能上有了大

幅提升，特种设备的可靠性和操作性

变得更强。

远望 5 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

的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2021 年累

计出航 256 天，创造了远望号船队执

行任务次数、累计航海里程、单船平均

出海天数的历史新高。

为确保海上测控任务万无一失，

靠港休整期间，远望 5 号船不断强化

科技人员执行任务能力，根据执行任

务特点难点提前搭建任务联调环境，

预先模拟任务流程、熟悉任务方案，组

织内部联调演练。

目前，远望 5 号船已安全航行 57
万余海里，圆满完成了以神舟、嫦娥、

北斗为代表的 80 余次海上测控任务。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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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北京市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 5 家市属公园的游船开航。据北京市

公园管理中心介绍，此次共投放大小船只 1500 余条，让市民和游客在湖光水色中感

受春色。

图为游客在陶然亭公园泛舟游览。今年陶然亭公园游船应用了 5G 技术，优化

乘船体验。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北京公园游船开航

图①：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图②：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屈家岭文化玉璜。

图③：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慕容智墓志盖。

图④：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漆木虎头枕。

图⑤：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漆瑟。

图⑥：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探方发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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