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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论坛(2023)会议通知

（第二轮）

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以及高等教

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中

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指导，全国医学教

育发展中心主办，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承办，人民卫生出

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中华医学教育杂志》、CCMTV临床频道

协办的“医学教育论坛（2023）”将于 2023年 8月 11-13日在广州举

办。

论坛为期 3天，将由主论坛和 12个分论坛组成，另设 19个前置

工作坊。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新医科新战略：创新驱动，质量引领”，旨在探索卓越医师和

医师科学家的培养路径，推动医学教育创新改革，致力医学教育质量

提升。

二、时间与地点

论坛时间：2023年 8月 11日-8月 13日

8 月 10-11 日报到，11 日前置工作坊，11 日晚召开高教学会医

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内部会议），12日主论坛，13日分论

坛，14日离会。

会议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白云大道南 1039-1045号）

三、拟邀嘉宾

教育部、国家卫健委领导；

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国家医学考试中心领导；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

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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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战略咨询

顾问）；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特聘专家；

各医学院校领导和师生。

四、会议注册

注册方式：

会议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8 日 24:00。

为更好筹备会议相关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大会组委会鼓励参

会代表在 7 月 31 日 24:00 前完成报名缴费，并可享受会议优惠价。

请登录大会官网 http://medupku.ccmtv.cn/，在线完成会议注册与

缴费，并上传缴费成功截图。

本次会议不支持现场报名注册。

收费标准：

正式大会（元/人） 备注

类别 7 月 31 日

24:00 前

7 月 31 日

24:00 后

工作坊

（元/人/场）

参会代表 2000 2500 600

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医学教育

专业委员会

个人会员参会

1900 2400 600

1、正式大会包括：主论

坛、分论坛及论文口头报

告等大会内容。

2、工作坊单独收费，每

人最多可报名两场工作

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工作坊报名须同时报名

大会，不接受单独报名。

3、参会人员往返交通、

食宿费用等自理。

发票开具：

本次报名会议费由南方医科大学代为收取并开具会议费发票，发

http://medupku.ccmt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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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发票。请在报名表中准确填写发票抬头、纳税人

识别号、邮箱等信息，会议结束后会统一开具电子发票至报名邮箱。

五、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8月 10日（9:00-22:00）、11日（7:30-22:00）

报到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报到方式：凭二维码现场签到。

二维码获取方式：报名缴费成功→收到短信提示（会前约 2-5个

工作日）→点击短信内链接→长按保存或截图保存二维码。

六、会议征文

本次会议征文经初评、复评及学术委员会审议，近期将产生最终

评审结果，请于 7月 26日左右登录大会官网进行查看。同时，近期

将邮件通知口头报告及海报展示相关事宜，请获奖者注意查收邮箱。

征文结果查看方式：登录大会官网→点击【个人中心】→【手机

号验证码登录】→【征文投稿记录】。

七、会议相关事项

1、大会官网（会议信息持续更新）：

链接：http://medupku.ccmtv.cn/，参会代表可通过大会官网提

前了解会议日程及大会最新动态等。

2、本次会议不提供酒店预订，推荐住宿酒店详见附件 2，请参会

代表自行预订，食宿费用自理。会议期间酒店资源紧张，请尽快预订

住宿，并在注册时填报或告知住宿联系人，方便会议筹备。

3、大会联络人

会议注册相关事宜：唐静文，13472631181

会议缴费相关事宜：陆垚，13632460551

住宿、交通及展商联系：陈锞熊，15917444118

会议征文相关事宜：刘莹、钱文溢（南京医科大学），

http://medupku.ccmt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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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会议日程（持续更新）

医学教育论坛（2023）会议日程安排（持续更新）

 会议主题：新医科新战略：创新驱动，质量引领

 会议时间：8月 11日-13日

 会议地点：广东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白云大道南 1039-1045号）

2023 年 8 月 11 日（周五）晚 20:00-21:0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内部会议）

主论坛  8 月 12 日（周六）

开幕式

8:15-8:30 论坛开幕暖场

欢迎辞 黎孟枫  南方医科大学

主办方致辞 詹启敏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8:30-9:25

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广东省领导讲话

9:25-9:45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林蕙青讲话

9:45-10:10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战略咨询顾问敦聘、医学教育译丛发布等仪式

主题环节一：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10:20-10:40 主题报告一 乔  杰  北京大学

10:40-11:00 主题报告二 王  辰  北京协和医学院

11:00-12:00

圆桌研讨：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研讨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辰  刘志红  乔杰  沈洪兵  宋尔卫  董家鸿  董尔丹

主题环节二：医学教育质量引领

14:00-14:20 主题报告三 高  斌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4:20-14:40 主题报告四 范  唯  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

14:40-15:00 主题报告五 何  惧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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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00

圆桌研讨：医学教育质量引领

研讨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卫平  王松灵  孙宝志  张学  范先群  顾东风  

16:00-16:10 茶  歇

主题报告六 王维民  北京大学

主题报告七 黎孟枫  南方医科大学16:10-17:10

持续更新……

17:10-17:30 会议征文颁奖仪式

分论坛一：学科交叉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分论坛主席：叶玲  四川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上午 8:30-12:00

时 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8:30-8: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与医学教育实践 张 勤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医工交叉产教融合的模式创新与实践 吕 毅 西安交通大学 

大健康背景下公卫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创新 吴 凡 复旦大学

多学科交叉驱动“医学+”复合型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徐凌霄 浙江大学 

8:35-10:40

“医学+”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四川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叶 玲 四川大学

对话与交流    

10:40-11: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1:30-12: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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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分论坛主席：胡志斌  南京医科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上午 8:30-12:00

时 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8:30-8: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临床医学拔尖人才培养
郑仲煊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药学基础拔尖人才自主培养的思考 姚文兵  中国药科大学

基础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浙江大学的探
索与实践 

王青青  浙江大学

公共卫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王建明  南京医科大学

智能医学拔尖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郑晨光  天津大学 

8:35-10:40

医师科学家培养：国际经验及清华实践 黄天荫  清华大学

对话与交流   

10:40-11: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1:30-12: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三：基层卫生人才培养

分论坛主席：邱洪斌  佳木斯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上午 8:30-12: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8:30-8: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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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医学教育质量保障

分论坛主席：桂永浩 复旦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上午 8:30-12: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全球视野下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中
国实践

王维民 北京大学

工程教育认证实践与思考 陈道蓄 南京大学

护理学专业认证的实践与思考 孙宏玉 北京大学

院校研究实践 马莉萍 北京大学

8:35-10:40

医学院校内部质量保障实践分享 邓世雄 重庆医科大学

对话与交流   

中国全科医学现状与发展 迟春花  北京大学

基于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应用
型医学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何  涛  西南医科大学

高职高专卫生人才培养 付  丽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农村订单定向培养十年经验 李章平  温州医科大学

全科医生心身医学服务能力培养的研究
与实践

黄  蕾  同济大学

8:35-10:40

创建“医教、校地、家校”全科医学协
同育人模式，培养扎根西部医学人才十
年实践

李春鸣  遵义医科大学

对话与交流    

10:40-11: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1:30-12: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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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1:30-12: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五：医学教师发展与组织变革

分论坛主席：肖海鹏  中山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上午 8:30-12: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Faculty Development: 
The past, the now and the future

Prof. Trevor Gibbs 
AMEE Faculty Development 
Committee

临床医生的诞生：以医生、教师、律师
专业实践者的养成为例

康晓伟  首都师范大学

综合性大学医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
与区域服务

卿  平  四川大学

高质量国际合作推进医学师资队伍建设 匡  铭  中山大学

8:35-10:40

临床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体系构建与经验
分享

周  琦  华中科技大学

对话与交流    

10:40-11: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1:30-12: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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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六：临床实践教学主阵地建设

分论坛主席：马建辉 华中科技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上午 8:30-12: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临床医学院医学教育体系和实践   沈  宁

“三轮驱动”推进临床实践教学体系创

  北京大学

新
张进祥  华中科技大学

课程思政与岗位胜任并行融合的临床
研究生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刘  昌  西安交通大学

临床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思考  陈俊香  中南大学

8:35-10:40

本硕一体化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
课程体系建设、 实施及评价

  尹  剑  大连医科大学

对话与交流    

10:40-11: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1:30-12: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七：医学教育研究机构与学科建设

分论坛主席： 王维民  北京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下午 13: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13:30-13:40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13:40-15:40
在学科与领域间走向成熟—高等教育学
的不惑嬗变

别敦荣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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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二级学科建设 余东升  华中科技大学

建设医学教育学科，推动医学教育高质
量发展

郭建如  北京大学

国际医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宝志  中国医科大学

我国医学教育学科建设：历史、现状与
问题

王维民  北京大学

对话与交流

15:40-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八：医学考试研究与探索

分论坛主席：何惧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8 月 13 日（周日）下午 13: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13:30-13:35 分论主席致辞及引导性发言 何惧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专题报告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改革及发展趋势 李海潮 北京大学

新时代中医特色考试评价体系构建
金阿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

医学考试与评价的研究梳理与展望 江哲涵 北京大学

2023 年医学专业（本科）水平测试成
绩的分析与解读

张泉慧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临床思维能力测评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国建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13:35-15:40

录播、网评与传统实践技能考核模式
对比研究

卢  燕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对话与交流   

15:40-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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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美国基于胜任力导向确定医师执照内
容的措施与启发

冯  攀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十：医学生培养与发展

分论坛主席：  曲波  中国医科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下午 13: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分论坛九：中医药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探索与实践

分论坛主席： 余曙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下午 13: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13:30-13: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中医药院校举办临床医学专业利弊浅
析

吕兆丰  首都医科大学

中西医并重，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高秀梅  天津中医药大学

健康中国战略下，中医药院校临床
医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之路

陈  忠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教协同”教学基地的建设与管理 王  伟  广州中医药大学

13:35-15:40

强化实践教学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

孙振霖  陕西中医药大学

对话与交流  

15:40-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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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Using student evaluations in Medic
al Education: A quality assurance 
perspective

Dianne Manning  南非比勒陀利
亚大学

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大学生就读经历
调查及其应用

鲍  威  厦门大学

增值性评价的原理与方法：从学生成
长的视角评估教育的效能

刘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发展的探索与实
践

曲  波  中国医科大学

“一体两翼新引擎”助力新时代医
学生培养与发展

王子梅  深圳大学

13:35-15:40

医学教育数据平台的建设及其 CMSS
项目的实施应用

谢阿娜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对话与交流    

15:40-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十一：数字化赋能助推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分论坛主席：文民刚  南方医科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下午 13: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13:30-13: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
设计

谢幼如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数字化与虚拟教研室建设 于歆杰  清华大学13:35-15:40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数字化建设 文民刚  南方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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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的数字化教育教学实践 彭宜红 北京大学

教育数字改革临床技能教学与考核 冯  锋 南京医科大学

对话与交流    

15:40-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十二：医学模拟教育——创新、整合、发展

分论坛主席： 陶立坚  中南大学

8 月 13 日（周日）下午 13: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13:30-13:35 分论坛主席致辞

专题报告

医学模拟教育现状与未来 姜冠潮  北京大学

医学模拟教育在高等医学人才培养
中的作用

史  霆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模拟教育研究与创新 蒲  丹  四川大学 

医学模拟教育与传统教学的整合 田  京  南方医科大学 

13:35-15:40

医学模拟教育的管理与实践 吴  静  中南大学 

对话与交流    

15:40-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开展医学模拟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困难与对策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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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工作坊  8 月 11 日（周五）

上午（09:00-12:00）

工作坊一 胜任力导向的医学课程设计
李海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工作坊二
“以学为中心”的教育学理论与教

学方法应用
卿平、闫昱江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工作坊三 混合式教育评价方法及设计
万成松、陈曦
南方医科大学

工作坊四 教学发展项目设计与实施
邢磊

上海交通大学

工作坊五 临床教学案例的编写设计
王妍、杨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工作坊六 Sandwich教学法
黄亚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工作坊七 如何编写临床医学情境模拟教案
李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工作坊八 医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殷晓丽

北京大学医学部

工作坊九
如何命制针对基础医学阶段的融合

型多选题
赖雁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工作坊十 医患沟通教学中“如何告知坏消息”
刘江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下午（14:00-17:00）

工作坊十一 教师领导力: 职场稀缺竞争力打造
周二华

华中科技大学

工作坊十二 “新医科”跨学科融合课程设计
喻荣彬

南京医科大学

工作坊十三
常态化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

学设计
沈群、张春辉
南方医科大学

工作坊十四
客观结构化临床情境模拟教学的实

施原则与技巧
陈志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工作坊十五 叙事医学课程设计
郭莉萍

北京大学医学部

工作坊十六 医学教育中的调查研究方法
程化琴、吴红斌
北京大学医学部

工作坊十七
置信职业行为（EPAs）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齐心、齐建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工作坊十八
客观结构化教学评估（OSTE）的设

计与组织实施
张昆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工作坊十九 TBL 教学中的试题设计与教学评价
梁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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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二十 临床课程教学信息化设计与管理
欧阳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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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会场信息及会议住宿酒店推荐

 会场信息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9-1045号

 交通信息

出发至会议中心 路线

白云机场
乘坐地铁 3号线自机场南站至嘉禾望岗站，换乘地铁 2号线

至白云文化广场站，由 C口出站步行约 700米。

广州站

1、乘坐地铁 2 号线自广州火车站至白云文化广场站，由 C

口出站步行约 700米。

2、乘坐公交 529、805路自广州火车站至广州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站，下车后步行约 450米。

广州东站
乘坐地铁 3号线自广州东站至嘉禾望岗站，换乘地铁 2号线

至白云文化广场站，由 C口出站步行约 700米。

广州南站
乘坐地铁 2号线自广州南站至白云文化广场站，由 C口出站

步行约 7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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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住宿酒店推荐

酒店名称
参考价格

（每晚）
预订方式 酒店地址 距离会场

广州白云国际

会议中心岭南

东方酒店

550 元含双早

（单双同价）

020-88800888

转预订部

广州白云区

白云大道南

1039-1045 号

--

广州白云国际

会议中心

亚朵 X酒店

550 元含双早

（单双同价）

幕瑾

13668975150

广州白云区

齐富路 1438 号
1.6 公里

广州戴斯酒店
380 元含双早

（单双同价）

020—36121316

邓小姐

13631321866

广州市白云区

云霄路 88 号
4 公里

广州白云江夏

地铁站

亚朵酒店

550 元含双早

（单双同价）

李经理

19927614146

广州市白云区广

云路 21 号
3.5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