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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理科优质生到中小学当科学老师
交大“国优计划”首批生源未来不仅能教数理化还能创新教学

教育新观察

上海首批“复旦医院榜”最新发布，14年榜单变化不小

新增疼痛学运动医学和罕见病学
从关注人的生命，到

更关注生命的质量
今年复旦版《2022年度中国医

院专科声誉排行榜》评选——

■ 增加3个学科：疼痛学、运

动医学和罕见病学；

■ 专家评审学科从一开始的

  个，前些年的  个增加至今年

的  个。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

长高解春说，以往临床医学主要关

注的是人的生命，而现在更关注生

命的质量。就疼痛学科而言，尽管

它是从麻醉科分离出来的，但随着

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和人

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麻

醉学科解决的是手术中病人的疼

痛，而疼痛学科解决的是现实生活

中病人的疼痛问题。如今我们面

临慢性疼痛、癌痛的病人越来越

多，缓解疼痛日趋重要。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疼痛科

主任马柯教授说，疼痛学科是特有

的一个学科，它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的微创介入技术，具有人文关怀特

色，是医学发展至今，社会需求广

泛的一级临床诊疗学科。疼痛学

科未来必将成为更加微创化、智能

化、整体化的现代医学学科，可为

更多慢性疼痛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疼痛医疗服务。

随着医学的发展，应用运动处

方来解决人们运动中的受伤问题，

已成为专业人士面临的重要新课

题。今年《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

榜》新增运动医学科的初衷就是希

望加强学科建设，告诉爱好运动的

人防患于未然，如何通过运动增强

健康，如何通过预防措施，避免运

动中不该发生的劳损和受伤。

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还将

罕见病科纳入专科榜，也是为了有

利于进一步促进与之相关的临床

遗传学、临床免疫学的融合和发

展，更希望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罕见病研发机制，让医保部门与相

关药企携手，提升医疗水平质量、

让罕见病患者吃得起药。

“多地开花”，北上广
“三足鼎立”局面打破

从本年度百强医院榜单来看，

北上广医疗高地优势已被“新兴力

量”进一步打破，“三足鼎立”局面

已呈现“多地开花”之势。

■ 如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和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

复旦版《    年度全国医院综合排

名》中均已跻身前十名。

这些不同区域医院的快速成

长，与这些医院十余年来持续高度

重视学科建设、“大力度”投入医学

科技、人才建设资金等密切相关。

记者也观察到了排行榜中的“黑

马之谜”。高解春说，“黑马”的出

现，与这一年纳评学科的新增有

关，如当年邵逸夫医院成为当红

“黑马”，就与这年新增了全科医

学，并与该院该科名列前茅有关；

再如，今年中日友好医院、南昌大

学附一医院可能成为“黑马”，也与

增加了疼痛科，并与分别名列第

一、第二名密切相关。出现“黑马”

的第二个原因是，如某医院引进了

一名“强有力”的学科带头人，学科

带头人的流动会带动学科建设。

第三个原因则是院士的加入、国家

奖的获得和高影响因子的学术论

文发表等。

十年回头看，复旦版
排行榜变化很大

2010年12月以前，中国医生

和医院管理者对什么是“中国最佳

医院排行榜的标杆作用”认识还很

模糊，中国患者得病后，想找一个

好专科、好医院就诊，似乎也存在

一定的盲目性，因为他们掌握的医

疗资源极其有限。2011年3月，聚

集于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

一批专家学者在高解春教授的带

领下，经过5年锲而不舍的工作，让

我国首个《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

和《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得

以发布。

高解春说，走过14年，复旦版

中国医院排行榜“初心”和宗旨是

为学科建设树一个标杆，一直强调

专科排行榜更具意义和权威；相同

学科间互比高低，如各医院神经内

科和神经内科相比，疼痛科与疼痛

科相较，很容易见上下；而各医院

专科排名的总成绩分别叠加，就会

“诞生”一个中国医院综合排行

榜。社会大众普遍关注复旦版中

国医院综合排行榜，但希望大家更

关注复旦版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

行榜。

十余年来，全国各大医院院长

始终关注的也是每家医院各专科

排名的变化。如今排行榜与发布

初期相比，前十名中，除前三名无

变化外，第四名至第十名已有很大

变化。在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

引导下，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各大

医院的重视。

■ 复旦版医院排行榜主要围

绕临床声誉“做文章”，临床创新、

学科影响、病人感召力、学会任职、

科研产出等叠加效应都会对学科

声誉的排名产生巨大影响。

■ 从可及性来说，已对我国

所有医院（包括部队医院）实行“全

覆盖”，这有利于患者在全国任何

区域找到一个心仪的医院、适合的

专科就医看病。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孙国根

本报讯 （记
者 孙云）切番茄、

炒八宝辣酱、清洁

浴缸、晾衣服……

昨天，徐汇区徐家

汇街道和田林街道

“阳光之家”的24名

智力残疾人学员来

到上海市女子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经

过一上午的考试

后，全部通过考核，

拿到了上海市家庭

服务业行业协会颁

发的“家政服务员

初级”证书。据徐

汇区残联介绍，他

们与上海市女子职

业技术培训中心开

办了上海首个残疾

人家政服务员培训

班，通过三个月的

培训，24名学员全

部拿到证书，将成为“阳光之家”学员

走出机构实现社会就业的一个积极

尝试，未来还计划向各类机构和类别

的残疾人拓展，以过硬的专业技能证

书更好助推残疾人高质量就业。

三个月的培训，学员们有了很

大改变，不仅考出证书，还提高了生

活能力和参加家务劳动的意识。

昨天陪孩子来参加考试的家长小

薛妈妈说，女儿现在会主动帮忙做

家务，自己也能洗衣服和收拾房间

了。看着孩子的改变，小薛妈妈觉

得十分欣慰，一方面是孩子有可能

找个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能自

己照顾自己。小薛妈妈的话代表

了不少家长的心声。

未来，徐汇区残联将结合辖区

内培训资源，拓展丰富残疾人职业

技能培训项目，同时，也将把家政服

务员考级向更多残疾人推广，帮助

更多残疾人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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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由国内同行专家担任评审的复旦版《2022年度中国

医院综合排行榜》和复旦版《2022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在

上海发布。这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作为独立第三方开展的公

益性项目，也是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连续第14年发布。

■ 全国共有   家医院进入“复旦版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
  个专科（前  名）榜上有名。

■ 上海有三家医院排名进入前十：瑞金医院（第四）、中山医
院（第五）、华山医院（第七）；

■ 上海八个专科荣登专科榜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传染
感染专科、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病科、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小儿内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

在读研的第二年，王宇做了一

个决定——申请国家优秀中小学教

师培养计划，修读教育学模块学分，

推迟半年毕业去高中当化学老师。

王宇是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

院生态学研究生，最近通过层层选

拔，来自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19所高校的

49位同学一起成为上海交大“国优

计划”首届学生。

今年7月，教育部启动“国优计

划”，组织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

代表的高水平大学培养研究生层次

中小学教师，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

乐教适教的人才，为中小学输送一

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越、教

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上海交

通大学作为首批试点高校11月23

日正式召开首届启动仪式，公布首

届生源情况，并携手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及多所实验性、示范性中学

校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教师

研修基地、中小学工程教育创新研

究基地和实习实践基地联合培养未

来科学园丁。

宽视野跨学科
师资紧缺难招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创新的源

泉，跨学科学习是激发学生创新潜

质和创造力的重要方式，但拥有跨

学科背景和能力的老师紧缺。

近期师资招聘时，上海科技大

学附属学校校长曾国光发现不乏理

科高学历应聘者，甚至有位研究凝

聚态物理的博士也投了简历。但对

这所一贯制学校来说，更需要具有

宽阔的科学视野、能带领学生发现

各种科学问题的老师。上科大附校

在张江，毗邻高校和科研院所，有近

水楼台的育人环境。学校设立了

“综理组”把理化生各学科老师融合

起来开展科创课程和活动，做出了

一些特色。“还不够，”曾国光认为，

从学科到科学，应该打破边界，学校

需要能够用好资源、构建科技类课

程体系的人才，让学生提出科学问

题，并且帮助学生以科学探究方法

解题。

“‘国优计划’将解燃眉之

急。”进才中学校长胡杰说，“以往

需求和供给并不匹配，几乎找不到

理想的科学老师。我们可以到专

业院校去寻找人才，但他们往往没

有经过教育学培训，也并没有当老

师的职业规划，而现在就能对上

了。”他同时指出，传统学科教育仍

偏向知识考核，高中生通常在《通

用技术》课里有机会接触科创，但

由于师资薄弱，往往浅尝辄止。“双

新”及国家科技强国战略背景下，

基础教育学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和工程能力势在必行，高中也期

待具备科学功底和教育专业技能

的师资力量。

发挥大学优势
培育科学园丁

“与以往的‘数理化生’教师不

同，‘国优计划’培养的科学教师将

具备‘创新教学’的能力，要带来创

新能力、跨学科能力和动手实践能

力的提升，”上海交大教育学院副院

长、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丰光

说，“我们希望学生具备扎实的学科

知识基础，同时具备交叉素养，在培

养过程中强调跨学科课程设计和实

践能力。”例如物理专业的学生，除

了物理学专业课程，将学习物理教

学、教案分析等教育类课程，还要通

过STEAM课程与其他学科教师协

作开发设计课程。

作为首批试点高校，上海交大

发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科研实力和

跨学科资源优势培育未来园丁。此

前上海交大成立教育学院，率先探

索科学类教师培养新模式。上海交

大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王琳媛介

绍，学院首创“教育学院、学科学院、

实践基地”三方贯通，“教育学导师、

学科导师和实践导师”三导师协同

指导的“3+3”模式，打造丰富课程并

设置一年浸润式实习。2021级首届

28位毕业生近80%已投身基础教育

教师岗位，其中四分之三在交大附

中、华师大二附中、七宝中学、上海

市实验、松江二中、格致中学等上海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就业。

上海交大首届“国优计划”生源

亮眼，推免硕士招生吸引了114所高

校238名获得推免的本科生和25名

本校在读硕士报考，最终经过材料

审核、笔试、面试层层选拔而出的50

位首批学子62%来自C9高校，92%

来自985院校。

王宇来自教师世家，爸爸和爷

爷都是中学老师，本科时就考了高

中教师资格证为教师职业规划做

准备。他对“国优计划”的发布有

些惊喜，再完成教育模块学习就

能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以双硕

士学位毕业就业。导师也很支持

他未来投入基础教育事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本科生彭

可文也是首届“国优”生，明年春天，

她将在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提前开

启研究生课程，要完成不少于18学

分的教育学、心理学、中小学课程

学、科学技术史等内容和不少于8学

分的教育实践。

如果一切顺利，王宇将在2025

年6月毕业，如期成为首批“国优”

毕业生，开启中小学科学教师生

涯。“到2035年，今天的‘国优’学子

已经是拥有大约10年教龄的‘熟

手’教师，到2050年是教龄大约25

年的资深教师，”展望未来，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副司长说，“今天的国优

计划就是要培养2035建成教育强

国的骨干力量，未来中国基础教育

的顶梁柱。” 本报记者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