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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之

一，而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同时从

事着另一个崇高职业———医师，其他

同事也都在做医学教育工作。教师、

医师，医学教师———叠加的荣耀、叠

加的责任。

教育使协和成为协和

我从小就在学校环境里长大，父

母都是老师。我记得四五岁时，凌晨

两三点钟起来上洗手间，看到父母还

在灯下备课，由此知道了讲课是要认

真的，备课是要下功夫的。我也听他

们说过，教师讲课，第一要讲清楚概

念，第二要讲清楚各个概念之间的逻

辑，第三要讲清楚知识、学术体系。从

小的耳濡目染，使我懂得了教师职业

的高尚、重要、不易。

协和医学院因教育而孕育出朴

实、高贵、讲求学术、对人对事负责

的文化。教育是协和的核心、本质内

涵。教育使协和成为协和。医疗、教

育、研究是院校三项主要的业务工

作。我曾经与所院长们探讨过，哪项

最重要？医院院长一般说医疗最重

要，因为医疗直接关乎患者健康，医

疗是目标导向，教育、研究工作都最

终体现在医疗上。研究所所长一般认

为研究最重要。因为研究代表科技前

沿，引领医学方向，是医疗前沿、先

进技术和教学内容的来源。我说都有

道理，但若一定要在医教研中三选一

的话，我会优先选择教育，因为教育

居基础地位，在医教研中具有根本

性。教育做好，医生、护士的职业素

质会显著提升，可藉以解决我国医疗

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使医疗质

量得以保证，学院型医疗机构中医务

人员自内而外的气质都会不一样，甚

至“眼神都会不一样”。一个研究单

位把教育做好，才会有人才、创新文

化和思想涌现。

教师要“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教育和医疗、研究密切关联、相

辅相成。有研究能力亦是为医、为师之

要。协和作为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中

领衔的学校，建校之初就要求会做研

究者方可聘为教师。为什么？学校要

求教师不仅对学生授之以鱼，还应授

之以渔，而“渔”的方法、路径就是研

究。若教师本身不会“渔”，何以传授

“渔”？所以协和的教师具有研究本领

是其为师的必备素养。

教育如此重要，全院校都要把教

育工作放在优先位置，把教学水平作

为协和考评人才的持重因素。协和的

教师们必须代表中国并应努力代表世

界医学教育的高水准。教师要“天天

学习，好好向上”。“天天学习”就是要

保持积极、持之以恒的学习状态，不可

一日不学习，不可只忙于“俗务”而不

读书，否则必然腹中空空，难为人师。

“好好向上”就是人人都想“向上”，但

要有“好好”的态度。大家都想发展事

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上、学界

确实还存在着在事业上钻营、投机，不

走正道的现象。作为教师，要时刻检省

自身，天天学习，好好向上，为学生做

出榜样。学生们都很聪明，老师如

何———公与私、实与虚、笃实与钻营，

他们都会看在眼里，无形仿效。

医学是团队工作。事业发展到一

定程度就要带团队，承担团队的管理

工作，而管理之要其实也和教育密切

相关。对于一个由文化、教育背景都较

好的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团

队，我感觉最好的领导和管理办法可

以概括为四个字———以教为政，即领

导者、管理者引导团队成员接受先进

意识、理念、价值观，以身为教、以言为

教，以利益、制度为教，以教师、教练式

的方法实行团队领导和管理。

切忌重视什么就独立什么

作为教师，大家要对教育学理

论、教育体系，特别是医学教育的理论

和体系进行思考，纠正可能存在的偏

差。目前我国医学卫生健康领域中存

在的许多问题，其实都与医学教育有

关，可以从医学教育上找到根源。

我们往往把学生们早早就纳入

比较偏狭的所谓“学科”，形成画地为

牢、以邻为壑式的“独立学科”。比

如，医学院在本科阶段本应只设“医

学”这一通识性 Instructional Program，

我们却过早设置了“临床医学”“预防

医学”“儿科学”，甚至“精神医学”等

本应在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才会出

现的“专业”划分，由此“从根上”造

成了医学界人士的通识性医学知识

缺乏、视野不开阔、思维较狭隘等问

题。特别是“医”和“防”分置教育，似

乎临床医学中不包括预防，也不强调

群医学，预防医学似乎独立于临床医

学、群医学之外，人为地制造割裂后

再强调“医防结合”。我们从根源上

制造了问题之后再来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这样很难解决，甚至无解。

当代医学、科技、社科、人文都切忌重

视什么就把什么独立出来予以“加

强”的做法。重视什么恰恰应当汇

集、动员多学科、各方面能力和资源

聚焦于这个问题，而不是将之设为独

立体系，否则定会“独木难支”。

探索、把握医学教育的正确方向

与道路，是至要之事，需要卫生界、教

育界同道同思共为。教师们要积极领

悟教育之道，探求医学教育规律，学习

教育理论，掌握教学艺术。协和的教师

们更要努力引领构建更加符合学理和

教育规律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

育人路长，让我们携手同行。

院士之声

教育在医教研中具有根本性
因王辰

近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庆祝 2023年教师节暨表彰大
会。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发表了题
为《教育在医教研中具有根本性》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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