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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教师队伍内生动力，推进眼科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高雅，胡安娣娜，郑丹莹，卓业鸿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研究生导师的能力和水平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针对眼科学研究生专业基础

知识薄弱、动手实践机会缺乏、创新能力不足，导师队伍教学主动性不强、活力欠佳等问题，中

山眼科中心逐步建立了“行政+专家”的双重教学管理架构，引导激励教师积极主动参与、推动研

究生课程改革、科研创新能力培训、教学信息化建设、教学质控与学生管理等各项教学改革与决

策，通过不断完善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共同治理的长效机制，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实现高质量

的眼科学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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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postgraduate tutor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weak basic ophthalmic knowledge, lack of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the inefficiency i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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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dual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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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hthalmology 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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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具有专科性强、操作精细、实践性突

出、学习周期长的学科特点，也是前沿技术研究

及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本科阶段的眼科学课

时分配有限，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合格眼科专科医

生的必经之路。健康中国战略对于眼科人才培养

的要求不断提高，学生专科基础薄弱、动手实践

机会缺乏、创新能力不足，导师队伍活力欠佳等

问题逐渐凸显。随着大学“放管服”改革的深入

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向着更加自下而上、注重

内在追求的形式转变，如何在规模增长的同时保

证教育质量，是重要的时代命题。

导师是研究生的直接培养者和管理者，在研

究生教育工作中占有主导地位。中山眼科中心是

我国最早的可招收眼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单位

之一，当前中心已拥有博士生导师7 6人、硕士生

导师 6 6 名，在校研究生 5 6 0 余名，是当前国内体

量最大的眼科学研究生培养单位。近年来，中心

以教师队伍建设为突破口，多措施并举引导激励

教师积极参与各项制度完善、教学改革和决策管

理，强化人才培养过程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内涵

提升，取得了初步成效，现总结如下。

1   建立并完善“专家+行政”的教学管理
架构

高校附属教学医院的医师们不仅是教学活动

的具体实施者，同样也是深化“医教研”协同、

推进医学教育改革的主体 [ 1 ]。在多年的育人实践

中 ， 中 心 逐 步 构 建 、 完 善 了 教 学 工 作 由 “ 中 心

领导亲自指导、亚专科主任统筹负责、教学秘书

承上启下、教学督导过程指导、管理人员全程服

务”的组织架构，为各类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有

力保障。与此同时，在专业教学方面充分发挥专

家智库的作用，遴选专业成就突出、教学经验丰

富、教学热情高的专家，组建研究生专家指导委

员会，完善了“专家组 + 专职行政组”并行的管

理体系，引导教师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改革决策和

管理。在专委会的引领与推动下，诸多专家沉浸

式参与在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课程建设、教学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质量控制与学生管理等多方

面工作中，通过建立导师与教学行政人员互通有

无、深度合作的工作机制，及时解决研究生在成

长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保障各项教学改革以

学生为中心的出发点，较好地规避了教学管理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等可能问题，最终有效服务于

研究生的成长成才。

2  高标准、严要求实施“强师工程”

一 流 创 新 型 人 才 来 源 于 一 流 的 教 师 队 伍 ，

教师强，则学生强。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

扩大，“严进严出”也渐成大势，而师资队伍指

导能力不足、教学意识不强、教育理念滞后等问

题日渐凸显。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心注重高

标准、严要求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将“学生的健

康成长”和“教师的能力发展”作为教学的出发

点，施行“强师工程”。中心常态化开展全体导

师大会、新晋导师座谈会、专家研讨会等多种形

式的师资培训，从岗位职责、师德师风、专业功

底、治学态度、师生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导师进行

教育、引导和培训，培育教师对于人才培养的使

命感、认同感和自觉性，提高导师的育人意识和

能力。同时充分发挥名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

师“传、帮、带”的作用，从教学基本功、理念

方法、管理评价、人文素养等多方面加速青年师

资成长。通过以老带新、教学传承、典型榜样宣

传，造就一支高水平、有爱心、能力强、讲奉献

的教师队伍。

3  持续完善专家团队主导下的特色课程体系
建设

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 [ 2 ]表明理论学习是培养

研究生创新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晰不同类别

研究生培养路径的基础上，中心教学专家团队大

力开发教学资源，逐步构建了一套通识+专科、交

叉+融合的立体化课程体系，实现递进式的人才培

养。针对眼科专科基础知识不牢等问题，开设全

院性专业基础课程《眼科学I》及《眼科学II》。

其中，《眼科学I》将眼科基础知识作为通识性教

学内容，在所有研究生进入临床轮转和实验室前

进行现场集中授课。《眼科学 I I 》作为高阶版课

程，涵盖眼科专科疾病的纵向课程、培养诊疗思

维的横向课程，主要针对临床博和其他高年级研

究生。在课程设计上实施了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实 施 小 班 化 教 学 、 翻 转 课 堂 、 问 题 导 向 教 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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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based learning，PBL)[3]及团队导向教学法

(team-based learning，TBL)[4]教学等，有效互动激

活课堂。

此 外 ， 在 全 校 性 公 共 基 础 医 学 课 程 体 系 之

上，中心创造性开发了《眼科分子医学》、《实

验室技能培养》与《眼科分子医学文献导读》等

课程，打破了眼科学与分子医学的壁垒。并对国

际教学模式进行了本土化实践与创新，设立“基

础病理+临床诊疗+基础研究”交叉融合的联合讲

座，以疾病为导向进行多层次、宽领域的教学与

探讨。通过分层次的专科知识教学，为面向临床

问题的研究生协同培养奠定基础。

在强化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训练方面，中心不

断扩充Wetlab显微手术技术培训项目，创新开发动

物眼显微手术全眼模型，编制手术标准操作步骤

及示范视频，开启手术盲评教学与考核新模式，

形成规范的Wetlab-Dr ylab-真实手术的技能培训体

系。在临床实践中，发挥医疗体量与服务能力的

优势，以丰富的临床病例资源，确保常见眼病的

标准化、规范化教学，以及疑难眼病的系统性完

整性启示性教学。

4  “医教研”三轴联动强化研究生创新能力
培养

研 究 生 的 知 识 结 构 和 创 新 能 力 是 在 日 常 的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培养的 [ 5 ]。以研究

生导师为纽带，“医教研”三轴联动、协同育人

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必由之路。中心以基础前沿研究与疑

难眼病防治为重点方向，组建形成了多个学术方

向、临床和基础导师有机融合的大团队，通过在

前沿研究团队中反复的、强化式的科研训练，不

断解决新的问题，促进研究性的学习，以实现创

新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强化培养。注重学科发展与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协 同 推 进 ， 以 临 床 突 出 问 题 为 导

向，发展出低视力康复平台、眼鼻相关疾病内镜

微创平台等特色专科方向，以医理工融合创新为

手段，创建眼科诊疗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率

先开展眼科人工智能诊疗的研究与学科建设，通

过在学科融合领域发挥眼科学支撑优势，精耕细

作人才成长沃土，助力研究生从标准化到个性化

成长。

5  教师荣誉与教学激励并举，厚植潜心育人
“大情怀”

人才培养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医院

角度，研究生教育将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有机

结合，立德树人作为核心价值引领良性发展。中

心注重营造浓厚的育人氛围，在中心教学微信公

众号开辟“名师风采”“琅琊榜”专栏，选树一

批品德高尚、育人有方的优秀导师典型，遴选表

彰教学贡献突出教师，通过多种途径弘扬身边的

正能量，引导广大教师潜心育人。

另一方面，探索构建研究生导师教学绩效管

理体系，将师德师风、指导研究生学术及思想道德

情况作为“一票否决”指标，将个人素质、教学教

导能力、教学工作量、指导学生质量、教学成果荣

誉等多个方面构建科学、可操作、可量化的评价指

标体系，通过对导师育人质量和数量的科学考核评

价，有效体现“教与不教”和“教得好与不好”的

区别，强化师资队伍及育人过程的管理，全面保障

研究生扩招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质量。

6  结语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

石，是应对全球人才竞争的基础布局。目前，我

国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研

究生教育面临着培养质量和数量、合格与卓越、

专业化与多元化等需要同时兼顾的问题。立足新

时 代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高 标 准 、 高 需 求 、 高 质 量 目

标，中心逐步探索构建了良好的组织环境与管理

机制，激发了研究生教师队伍的主体意识与内在

动力，最大限度发挥导师参与教育教学决策的促

进效应，对新形势新背景下的眼科学研究生教育

实践具有一定价值。

展望未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将在研究生

个体、院校、区域、行业等不同维度产生深刻影

响，这既为人才培养理念创新提出新要求，也为

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手段等带来颠

覆式变革的可能性。作为全国唯一的眼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所在单位，中心的教学发展有着内生

的传统基因和使命文化驱动力，其人才培养的理

念、模式与方法对于其他院校有着一定的借鉴意

义。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治理主体，各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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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单位需要快速适应并积极融入这一过程，

稳妥应对外部形势与内部环境的变化，精准有效

进行研究生管理的布局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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