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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课题旨在以“四个面向”的引导为基础,探讨建立“双主体联合育人”的教学模式。以“产

教融合、科教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为重点,旨在全面提升医学院校科研创新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注重实践教学、鼓励学科交叉,深化大学和企业合作。着眼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实践机会。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医学院校的教学模式,培养兼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优秀医

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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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Four Orientations", this project aim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and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focus i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emphasizing practical teaching, encouraging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deepen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The project priorit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e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bundant practice opportunities. The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a teaching model for 

medical schools that meets the demands of the new era, cultivating excellent medical professionals with both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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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15年以来,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1],对综

合型医疗人才的需求量持续攀升。然而,传统模式培养的医学人

才往往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导致人才队伍建设难以满

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这种供需失衡不仅影响了医药行业的

健康发展,也为高等教育机构敲响了变革的警钟。在探索如何实

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产学研结合模式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教

学模式,将医学院校和生物医药企业两者紧密融合,可有效推动

教育、科技和成果转化的有机结合。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模式已

成为提升创新能力和推动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有效途径[2]。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大学的双重使命,医学院校更是集

教学、研发和临床实践三大功能于一体,已成为医学创新成果的

主要孵化地和汇集中心。作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医学院校的科技影响力不仅是衡量

医疗卫生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提高临床诊疗水平的基石。

在这一过程中,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和突破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笔者课题组围绕跨学科特色,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将科

研前沿问题和成果纳入教学过程。项目团队结合医学各学科的

教学和科研特点,近几年来逐步探索出了一整套教学流程和方

法,并已经做出了一些探讨与总结[3]。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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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生物医学数据资源,明确研究思路,落实实验流程和技

术细节,并解决实际医学课题。这种教学模式以临床医学知识

为背景,生物信息学技能为手段,在解决具体医学问题的过程

中,培养学生知识转化实践应用的能力,增强创新力和未来就

业竞争力。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摸索的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建立了

以“医学院校-生物医药产业园”为核心的“双主体联合育人”

特色实践教学团队,将学生培养置于中心地位,着眼于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同时为教学活动提供科研和生产支持,并且保

持科研和生产活动的独立性。特色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了直

接面对医学问题的研究平台,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科研和成果

转化活动中,从而加深对专业内容的理解,培养学习兴趣和创

造性思维。 

课题组以本科生导师制为载体使学生尽快进入项目和研究

团队,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人才培养,将科研反馈作为教学亮

点。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开放实验平台,激发学

生科研兴趣；引导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及竞赛等,促进

其加入科研团队并参与项目；结合科研动态和企业需求指导学

生选择亟待解决的医学问题；将科研问题导向的案例应用于理

论教学；将学生参与的科研项目成果纳入实验教材,体现科研反

馈教学理念。在实践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常用中英文数据

库的文献检索方法；学习生物信息学门户网站的信息检索操作,

并学会使用常用的生物信息学工具以及统计学软件。除此之外,

学生将学习如何运用基于高通量组学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并掌

握包括Python与R等常用编程语言。 

与此同时,通过本科生导师制,引导学生申报国家级、省级

本科生创新项目,参加各级技能大赛,丰富创新能力的培养方

式。本课题组学生先后获得五项国家级、三项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计划项目资助；两项校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资助；

十项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大学生课外科研活动项目资助和两次

“莙政学者”项目资助。学生团队科研成果荣获全国大学生生

命科学竞赛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一次。这不仅解决了科研反馈教

学的路径问题,还真正实现了探索性学习,为深化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成为医学人才培养的重

点、根本需求和重要保障。在这一过程中,高校与企业逐步形成

了“双主体联合育人”的新模式。这种创新的合作方式不仅深

化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搭建了高校与产业界之间的桥梁。通过

这种紧密合作,科研成果能更快速地转化应用,最终实现了人才

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这种“双主体联合育人”模式的

核心在于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它要求双方协

同制定培养方案,将行业新技术及时纳入教学内容,并强化学生

的实践训练。这种模式不仅能更好地满足医药行业的人才需求,

还能促进学校及时把握行业动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通

过多方互利共赢,这种模式显著提升了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和

效率,为医药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4]。 

我国医学科研与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尚待完善。目前许多医

学院校存在缺乏完善合作机制如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技术指导；

缺乏完善资源支撑载体如实验设备与场所使用等,以及成果的

转移与对接合作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充分。尽管近年来许多医

学类院校已积极推进转化医学的发展,但我国在这一领域起步

相对较晚,导致多学科交叉理论研究与应用创新之间的协同尚

未实现,严重制约了生物医药学生的创新力和科研成果的市场

化进程,同时也使得很多社会资本对医学技术创新和产品市场

化的投资多了很多顾虑。因此,高质量实践基地的建设作为连接

科研院校和生物科技公司的桥梁至关重要,是“双主体联合育

人”培养中的关键环节。 

笔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摸索了对校内和校外平台建设的具

体要求和实施措施：(1)校内实习基地建设：跨学科导师团队的

打造；临床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全程参与,从实际问题设计到实验

方案提供指导[3,5,6]。(2)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学校与企业联合评审培养方案,确保其符合

行业需求。加强对学生实践的监督管理,保证实验成果质量。笔

者团队与依托苏州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为平台,与多家生物

医药公司展开合作,开展产教融合应用型生物医药本科人才协

同培养。例如,课题组与苏州康吉诊断试剂有限公司展开合作。

该企业专注于体外诊断试剂研发与生产,提供包括叶酸代谢能

力测定试剂盒(荧光法)在内的多款等基因检测产品。如何高效

地拓展该产品的适用领域和客户群,让产品的临床价值得到更

好地发挥,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导师的带领下,团队

中的学生凝练企业需求,依托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开展了基于流

行病学数据的表型关联和预测研究。经过缜密的统计学分析发

现,MTHFR基因的C677T多态性可显著增加女性罹患妊娠期糖尿

病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风险。部分科研成果已以研究性SCI论文

的形式发表于妇产科杂志《Archives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参与项目的本科生为第一作者[7]。这些研究成

果为苏州康吉诊断试剂有限公司的叶酸代谢能力诊断试剂盒

新用途拓展提供了可靠的统计学证据。企业对这一本科生科

研成果的重要性与创新性给予了充分认可,并表达了开展进

一步合作的愿望。这种跨界合作模式充分发挥了学术界的理

论优势和企业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种互补性极强的协同

创新机制。 

苏州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通过多次成功的合作,也已

成为苏州大学医学院推进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平台。随着逐步深

入与高校的广泛合作,园区内已经设立了苏州市生物学会科技

经济融合工作站,吸引了大批科技人才入驻；并与高校建立了交

流机制,开展技术培训、项目对接等活动,实现与高校的资源共

享。可以看出,产业园区作为推动校地共建、产教融合的关键平

台,可以高效的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此外,园区还提供全生命周

期的科技服务体系,在项目孵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支持。更

进一步地,这种医企联合培养模式也为科研院校提供更丰富的

财政资源和支持、为医学生提供第一手的行业需求信息和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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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机会,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当

前医学科研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多方共赢的培养模式在培养综

合型医学人才,推动医学科研创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不仅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更

为医药行业的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近几年来,课题组聚焦于生物信息课程如何对接生物技术

企业,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培养综合型医学人才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和几点体会：(1)课程内容的实用性：调整课程内容,加强

对当前生物技术企业常用的生物信息学工具和技术的教学。例

如,包括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蛋白质结构预测、药物靶点筛选

等实用技能。(2)实践项目的引入：与生物技术企业合作,设计

并引入基于真实项目的实践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到实际的

生物信息分析项目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可以包括癌

症基因组学数据分析、新药研发中的生物信息学应用等。(3)

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强化医学知识与生物信息学的结合。可以

通过案例研究、跨学科项目等方式实现。(4)企业专家参与教学：

邀请生物技术企业的专家定期到校进行讲座或短期课程,介绍

行业最新发展和技术应用。这不仅能让学生了解行业动态,也能

帮助他们建立行业联系。(5)灵活的课程设置：考虑到生物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课程设置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定期更新课程

内容,增加选修模块,使学生能够根据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深入

学习的方向。 

这种创新的“双主体联合育人”模式通过深度融合产业、

学术和研究领域,显著地增强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并大幅提升了

教学质量,实现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在这

一模式下,学生通过与教学研究人员的密切合作,不仅获得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还全面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学术素养、团队协作精

神和跨学科研究能力。这种多维度、全方位的产学研融合教学

模式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反思、学习和成长,从而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人才。此外,这种模式还促进了知识的双向流动和技

术的快速转化,为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产业界之间建立了

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改革和创新生态

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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