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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双院制”背景下医学生社团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以攀枝花学院基础医学院为例 

樊安方 

攀枝花学院  四川攀枝花 

【摘要】新时代的医学生不仅需要拥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还需具备较高的医师职业素养。加强医学生

的全方面素质教育,必须建立全方位教育体系，助力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为此我院从 2019 年成立博约书

院，依托“双院制”模式对高素质应用型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项目，开展了全面、系统的医师职

业精神培养改革探索。同时，学生社团能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作用，在

“双院制”背景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在目前社团的建设中存在阻碍其健康发展的问题,因此探索保障

社团建设的对策，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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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udent associ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hospital system"——Taking the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of Panzhihu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fang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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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not only need to have professional medical knowledge, but also 
need to have high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doctors. To strengthen the all-round quality educ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we must establish an all-round education system to help cultivate high-quality medical talents. For this reason, our 
hospital has established Boyue Academy in 2019, and has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reform of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training based on the "Dual-Hospital System" model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igh-quality applied clinical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project. Student associ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nriching campus culture, and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hospital system".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ssociations, there are problems that hinder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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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为谁

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2018 年的

全国教育大会指出中国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传

统的高校育人模式存在重专业知识、轻德育培养的

弊端，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亟需创新育人模式。

近年来，许多高校开始探索“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

书院制主要负责通识教育即学生的素质教育，学院

负责学生的专业教育，两者结合力图达到“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目标的一种学生教育

管理制度。 
1 书院制成为高校培养人才的必要性 
高等医学教育在经历了三次变革之后,对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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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职业素养和更强的

实践能力等要求[1]。现今时代的医学生不仅需要拥

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还需具备较高的医师职业素养。

不仅仅局限于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还需要学习人

文、艺术、法律、心理、伦理、社会等学科的知识，

对医务人员的自主学习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临床

实践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要求，

相比其他自然科学类专业具有更高的要求。医学院

校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社会

性、服务性、实践性的培养，为新时代医学人才培

养模式和教育体系改革，探索出一条新的、更具实

效性、操作性的途径。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

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和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省级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
0 的意见》(川教函〔2019〕456 号)，把德育作为医

学人才培养的首要内容，全面落实加强德医双修的

素质能力培养和推进德医双修的教师队伍建设的重

点举措，强化医师岗位胜任力和医师职业素养双提

升计划，打造全新的医学本科教育“第二课堂”载体。

2019 年，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提出要“积
极推动高校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开展‘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2]。 

自 2014 年，攀枝花学院基础医学院依托立项的

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卓
越医师教育中医师职业精神培养的课程体系构建研

究”）和 2019 年校级教研教改重点项目（“双院制”
模式对高素质应用型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开展了全面、系统的医师职业精神培养改革

探索。学院在国内外大学创办书院的经验基础上，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和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率先

在本校建成博约书院，于 2019 年开设通识选修课程：

围棋、民乐、素描、书法和形体课。书院建立导师

制下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实行专业

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统一，全面落实加强德医双修的

素质能力培养和推进德医双修的教师队伍建设的重

点举措，强化医师岗位胜任力和医师职业素养双提

升计划，打造全新的医学本科教育“第二课堂”载体。 
2 高校学生社团在育人方面的作用 

根据《高校大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的定义：

高校学生社团是由高校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

为实现成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自主开展活动的

群众性学生组织[3]。[4]2020 年 1 月，中共教育部党

组、共青团中央颁发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

法》指出:“高校学生社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高校学生根据成长成

才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在高校党委的领导和

团委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的群众性学生团体。”高校

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社团是“第二课堂”的主阵地。

它是高校校园文化中最基本的学生组织，是社会团

体在高校的一种延伸，学生社团活动作为隐性课程

的一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

学生参与各种社团活动，能有效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实现有效沟通，改善组织协调能力，提高创新创业

能力，提高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也是提升医学生

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社团能够提供大

学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

成长”的平台，有助于提升医学生"岗位胜任力"的
社团实践策略。因此，加强大学生社团建设，有助

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三全育人”格局、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必然要求[4]。 
3 “双院制”背景下医学生社团建设存在的问题 
书院制是近十余年来国内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从最初在少数几所高校探索，

逐步发展到已有上百所高校建立了 300 余家书院。

书院制虽然能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的新需求，

以及未来社会对人才综合素养的高要求，但也存在

着一定的局限性。学生社团活动是书院育人的重要

载体，在此背景下的学生社团虽然一直在向前发展，

但是也存在如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3.1 社团管理混乱、凝聚力不足 
大学生社团具有“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发展”的功能[5]，在日常工作中往往存

在制度执行不严，社团间管理标准不统一，学生之

间出于情面，日常考勤、活动打卡不严格执行。换

届时不及时通知指导老师，而新上任人选又没有足

够的领导力，导致社团组织凝聚力不足等问题。 
3.2 社团资金不足、人员不到位 
学校没有主动、正确、充分地认识了学生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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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未把学生社团发展纳入

到高校战略的高度，目前高校预算大多在科研、教

学项目上，社团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社团活动经

费和活动场地的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学生社团指导

老师往往由学院教师兼职担任，而学院对于指导老

师的激励和保障措施不到位，社团缺乏专业的社团

建设的领航者和带路人。 
3.3 社团发展不平衡、强弱差距大 
学院的红十字社团、知性者教育协会突出专业

优势与特色，连续多年评为五星级社团，而有的社

团特色不鲜明，举办的活动质量不高，常年占据低

星级社团；此外，社团品牌活动的影响力有差距，

部分社团举办的品牌活动不仅可以在全校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号召力，甚至已经开始走出校门，在全省

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如红十字协会在 2021 年四川省

急救技能大赛中与四川大学等在内的 30 多所高校

同台竞技，最终荣获得二等奖，而有的社团活动数

量少、质量差、层次低，毫无影响力可言，甚至连

自己的会员都无法吸引。 
4 改善“双院制”模式下医学生社团管理的思

考 
学生社团是大学生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承担

着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综合素质能力，

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以提升学生的适应社会、提高

就业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结合本院实际

情况，在实施“双院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下，

为了更好的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对于医学生

社团的建设思考如下:  
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提高对学生社团的认识。

学院党委要高度重视学生社团管理工作，成立学生

社团领导小组，将学生社团管理纳入学校治理体系

中去统筹部署，要把学生社团活动作为推进素质教

育的重要部分，把活动效果和育人成果作为考核学

生社团活动的指标和社团建设的主要方向[6]。同时

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情况作为成绩记录在《大学生

素质拓展证书》，并把成绩纳入到学生的综合测评

体系中。学院定期表彰或奖励对社团有突出贡献的

学生和指导教师，对于表现突出的社团和反响热烈

的社团活动对其嘉奖，以保障师生的工作热情。 
第二是要促进社团建设，加大对学生社团的投

入。包括对社团的师资、资金和活动场地的投入，

学院出台相应的政策要求优秀的教师走进社团为学

生活动进行指导，制定激励政策促使教师积极投身

社团建设，计算指导教师工作量，制定导师晋升和

聘任机制，旨在激励专业教师更好地引导大学生成

长成才。此外要将书院的育人理念、文化特色与社

团发展相结合,将社团纳入书院的育人体系,提供专

项资金用于支持符合书院育人理念的社团活动,来
保障社团的健康发展。积极引导学生社团吸纳社会

资金的扶持，学院也要给予学生社团必要的活动场

地和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保障社团活动充足的物质

保障[3]。 
第三是完善好社团管理制度，发挥高校学生自

主性。学生社团管理制度是社团的行为规范和行动

指南，是保证社团管理有序进行的前提[7]。立足学

院特点，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自我发展,发挥

社团“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的特点[6]，建立符合实际、规范、操作性强的管理

制度，从社团章程，到会员入会制度、例会制度、

换届制度、计划总结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做到

社团大小事务有章可循，有章必循，违章必究，通

过制度来规范全体成员的言行，指导社团的发展，

提升社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要积极顺应互联网

的时代潮流，探索网上社团活动与宣传活动的管理

方式和办法，对学生做好社团宣传引导，激发社团

的育人功能，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 
第四是定期举行社团干部培训，全面均衡社团

的发展。学生社团要想健康发展,必须加强社团的内

部建设[7]。首先要注重学生社团负责人的选拔培养，

选择那些思想端正、作风正派、综合能力突出的学

生担任社团负责人。其次要完善社团干部的培养机

制，通过举办社团干部专项培训班、优秀社团干部

交流会、到其他高校社团交流学习等形式，有目的

地对学生社团负责人进行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社

团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促进不同社团间的

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带

动社团发展。 
5 结语 
学生社团一直是高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阵地。同

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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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实施了更加注重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书院

制改革[8] 。书院制的实施，给传统的学生社团管理

模式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挑战，探索并建立适合新时

期书院制模式下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更加科

学有效的管理学生社团，从而促进学生社团健康有

序发展，更好的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在“双院制”

背景下出台科学合理的社团导师聘任制度、加强社

团管理队伍建设，来加强学生社团的指导力量，加

大对社团活动的资金和场地支持；注重社团内部管

理、重视社团干部梯队建设、做好社团成员管理与

服务，来促进学生社团的自身管理。希望通过这些

对策的实施，学生社团更加充满生机，使学生社团

真正成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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