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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在1997年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做出了“加快发展全科医
学、培养全科医师”的指示，2006年2月《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务院
各部门制订的9个配套文件中，再一次提出主管部门和医学院校要加强全科医学教育和学科建设的要
求，由此可见中央及各相关部门对全科医学教育的重视程度。
在这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全科医学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至今的20年中，全科医学教育培训工
作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目前，已经形成了由院校全科医学知识教育、毕业后（全科医学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培训、全科
医学继续教育三部分组成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已有40余所医学院校开设了全
科医学概论等相关课程，其中一些院校还开设了以全科医疗服务为核心的社区见习。
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吸引了一批医学生在其毕业后选择在基层医疗中从事全科医疗和相关领域的医
疗保健工作。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区居民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加，对社区卫生服务队伍的业
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建没一支以全科医师为骨干、高素质的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已成为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成功与否的
关键要素之一。
为适应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满足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对全科医学基础理论学习的需要，我们
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教材内容共分八章，第一章到第五章分别就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全科医疗的基本特征与指导原则
、全科医师的T作方式、全科医师的诊疗模式、基本技能、常用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介绍。
第六章从全科医学的视角引人了生命周期保健的概念、保健思路与方法。
第七章介绍了全科医疗健康卡当案的书写方式及内容。
凶考虑到不同专科院校教学总学时和全科医学教学的学时有限，我们在第八章中编写了五个社区见习
内容，目的是希望各校在使用该教材时，根据当地全科医疗开展现状和学时情况，酌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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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区居民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加，对社区卫生服务队伍的业
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建没一支以全科医师为骨干、高素质的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已成为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成功与否的
关键要素之一。
为适应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满足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对全科医学基础理论学习的需要，我们
编写了这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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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内地的全科医学经历了近20年的探索与实践，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已有40多所医学院校在本科
生中开设了全科医学概论及其相关课程。
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四川、重庆等多个省、直辖市开展了毕业后全科医学教育（三年
制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国除西藏外普遍开展了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全科医师继续医学
教育也逐渐在各省陆续开展。
一些医学院校也相继建立了全科医学院、系、研究所，在复旦大学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
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等已经开展了全科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从2005年开始，首都医科大学
开始招收全科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可见，我国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
随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广泛深入开展和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需求，部分地区已经制定了全科医师职
称系列和职称晋升标准。
在基层医疗中设立了全科医师的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系列。
总之，我国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全科医学人才队伍正在不断成长和壮大，全科
医疗服务正在逐步规范，全科医学学科建设相应的也在不断发展和规范。
3.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全科医学的发展（1）中国台湾地区的全科医学：全科医学在我国台湾地
区称为家庭医学。
台湾地区的家庭医学始于1977年，由台湾大学医学院开办了两年制的“一般科医师训练项目”和1979
年在台北县澳底村建立了第一家社区医疗保健站。
随后在台大医院成立了“一般科（即全科医学科）”，并以澳底村作为社区教学基地开展教学，后来
在各医学院都成立了家庭医学科。
1983年3月成立家庭医学会，学会相继创立了开业医师继续教育课程，以及家庭医学专科医师继续教育
课程，该学会目前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专科学会。
1995年3月台湾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赋予了基层医疗医师部分“守门人”的功能，同时将周期
性健康检查这一预防服务的内容列人健康保险的必要内容。
台湾地区家庭医学学科建设重点在于家庭医疗、预防医学、行为医学和社区医学四个方面。
在家庭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卫生改革的需要，其研究重点除了放在临床方面外，也放在了公
共卫生方面，如青少年保健、老年保健等。
在台湾，要想成为合格的家庭医师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以学生通过进入学制三年的家庭医学住院
医师训练项目；二是一般的开业医师通过在职培训修满学分。
二者在完成学习后均需通过家庭医师鉴定考试，才可获得家庭医师资格。
此外，在台湾于2005年6月还成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家庭医学会，由此，在台湾也存在着中医家庭医
学专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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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科医学导论》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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