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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社会医疗行业的发展需求,与医学相关的学科交叉发展逐渐成为医学高校学科建设的重点

内容,尤其是发展潜力较大的“双非”医学高校学科建设更应该重点关注。 “双非”医学高校同比国

内排名靠前的医学高校,其学科交叉发展处于滞后状态,具体原因包括学科组成相对薄弱、获取社会

资源不占优势、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制约等问题。 高校科技期刊具有提供知识服务、拥有宣传平台、促

进理论研究成果传播等特点。 在医学高校学科建设中,由医学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可通过凝练特色

学科、汇集社会资源、提升学生素养等途径助力学科交叉发展。 为此,将医学高校科技期刊作用于

“双非”医学高校学科交叉发展中,或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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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ath of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ssisted b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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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medical industry,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related to medicin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focu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discipline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for " Double non "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Compared to the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higher national rankin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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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 Double no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gs behind.

Specific reasons for this include relatively weak disciplinary compositions, lack of advantages in access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constraints in talent training, etc.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have

functions such as providing knowledge services, acting as platforms for dissemin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sprea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findings, et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disciplines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a scientific journal sponsored by a medical university helps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by highlighting distinctive disciplines, gather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student

literacy. Therefore, applying scientific journals of medical universities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Double non" medical universities may achieve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Keywords: "Double non "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promotion pathways

　 　 “双非”高校是指地方非一流大学建设和非一流

学科建设的高校[1],此类高校办学综合能力正处于

发展阶段,但学科建设缺乏有利条件。 随着科技事

业的迅速发展,学科建设不再仅限于单个学科的独

立进步,而是将多学科融合发展作为协同发展目标。

跨学科研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协同结合,以

实现同一个研究目标为目的[2]。 学科交叉建设主要

有两种类型:一是仅凭单一学科不能满足国家战略、

经济发展的需求或是不能解决科学研究中遇到的问

题时,就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来攻坚克难;二是在单

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不由自主”地突破原有的

学科界限,触及相关学科范畴[3]。 目前,社会科技发

展加速了不同学科之间交叉与融合的深度与广

度[4-5]。 虽然学科交叉发展与原来传统的学科发展

模式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双非”高校而言,

学科交叉建设仍面临诸多困难,如存在学科班底薄

弱、资源匮乏等问题。

由医学高校主办的医学期刊主要聚焦与生命健

康相关的话题,可对医学相关学科的建设起到知识

服务与引领作用,而且医学期刊是医学高校学科建

设的主要领域之一,同时也在学科建设中扮演重要

的助力角色[6]。 高校医学期刊代表医学高校的学科

前沿,可引领学科的奋斗方向,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推动学科合作[7];还可赋能医学高校对人才的培养,

不断提升人才专业素养。 因此,探讨高校医学期刊

助力“双非”医学高校学科交叉发展对医学高校建设

及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双非”医学高校学科交叉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

1.1　 学科组成相对薄弱

“双非”医学高校是以省级医学相关一流学科或

省级特色学科为班底,主要与医学相关传统的优势

学科资源进行整合,并在前沿学科或是交叉领域捕

捉新的生长点。 目前,因“双非”医学高校办学定位

的趋同性与学科设置的趋同性,导致高质量优势学

科的缺乏。 有研究[8]以高频词同时出现分析 200 多

所高校的办学定位,发现样本高校大多以“研究型”

“高水平”“特色”“一流”等为发展目标,存在明显的

雷同现象。 因此,与“双一流”医学高校学科建设相

比,“双非”医学高校在推进自己学科发展过程中存

在对前途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懈怠。 在这一过程

中,还有一些“双非”医学高校为向综合性大学靠拢,

学科设置有明显的趋利性,如开设不符合自身办学

条件的学科,跟风发展某个时期的热门学科,或是开

设有政策鼓励的新兴学科和专业。 短时间的趋利式

发展或许对学科交叉发展未产生明显弊端,但长此

以往会因单一学科基础不够牢固,学科交叉发展不

够深入,可能导致无法进行融合发展的情况。 同时,

部分“双非”高校由于学科基础薄弱,不够重视交叉

学科建设,往往会忽视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之间的关系,导致设置的学科与地方产业布局严

重不匹配[9]。 因此,现阶段“双非”医学高校正处于

学科整体实力不够,学科建设有壁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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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获取社会资源不占优势

师资力量薄弱是“双非”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缺乏高水平的教师团队,以及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教育工作者较少[10-12]。 医学“双非”高

校面临相同的问题,而且“双非”医学高校的驻地一

般不会在省会城市,因此在社会资源获取、高层次人

才引进等方面不占优势。 其一,在一些经济相对不

够发达的地区,需要消耗的建设经费较大,此时对于

收益成效不够好的学科进行建设,无疑会加重高校

和地方政府的负担[13]。 长此以往,不仅此类“双非”

医学高校的单一学科建设或交叉学科建设均得不到

文化支撑与经费保障,而且学科建设的成果也很少

能为区域带来突出贡献。 其二,“双非”高校的教学

与科研平台,在生源质量方面与科研项目资助率方

面,远远不如“双一流”高校或发达城市的部分高

校[1]。 “双非”医学高校自身条件不够硬,地理位置

不够优越,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够,而学科交叉建

设又需要多学科人力资源的支持,因此导致“双非”

高校的交叉学科发展动力不足,发展目标不够清晰。

1.3　 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制约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14],因此,

医疗行业的人才需求数量与质量会有一定提高。 单

一学科的医学人才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医学人才的

需求,如以急诊科医生为例,在上岗前(求学期间)不

仅要掌握临床医学的知识,还要精通药理学、护理

学、病原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这样在面对患者

时才能准确判断病情、合理用药、妥善处理及做好预

防感染等相关工作。 除此之外,医学生的写作能力

也是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医学实践总结或理

论知识的传播对于医学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医学

人才应具备掌握多学科知识与多学科实践的能力,

医学高校也应积极响应国家发展需求,培育更多医

学人才,“双非”医学高校也要最大限度挖掘育人潜

力。 而就目前而言,“双非”医学高校在医学人才培

养中缺乏与社会需求的紧密对接,在教学形式和项

目实践等方面与现实中的需求脱节;教学形式缺乏

创新意识,只注重向学生灌输知识,缺乏引导学生对

知识的输出与拓展(如引导学生学会构建知识体系,

撰写医学类论文等),无法凸显“双非”高校的优势与

特点;项目实践过于单一,缺乏综合发展意识,如医

学人才在实践中只会操作,不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

知识相结合应用于工作中,而且缺乏总结意识。

2　 “双非”医学高校科技期刊助力学科交

叉发展路径

2.1　 凝练学科特色,促进学科融合

“双非”医学高校在学科交叉发展过程中,需要

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学科加以支撑,并要避免学科与

区域优势脱节。 医学期刊在引导相关学科研究领域

选题的同时,也可为学科交叉发展提供知识服

务[15],从而更加凝练学科特色。

1)引领学科交叉发展。 医学期刊通过选题策划

或主题出版,可以为医学高校提供指导方向,指引学

校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和学科发展方向。 期刊发表

的优秀研究成果和最新学术进展可以为学科交叉建

设提供参考,指导学校明确特色学科的发展方向。

2)促进学术交流。 医学期刊是学术交流的平

台,可以帮助“双非”医学高校和不同学科间建立联

系和合作。 同时,高校也可以通过期刊发表理论研

究成果,吸引其他学校或学科的关注,进一步促进学

科间的融合发展。

3)提供知识服务。 医学期刊可以为“双非”医学

高校提供知识服务,如征文指南、审稿意见等,可帮

助高校相关学科的教师团队提高学术水平和发表论

文的质量。 同时,期刊还可以为高校提供刊物宣传

和推广机会,提升高校学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激励学术创新。 医学期刊可以通过举办学术

会议、颁发奖项等方式激励学术创新,鼓励“双非”医

学高校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实践,推动学科融合发

展。 期刊可以借助专题征文、学术评比等方式,引导

高校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

2.2　 汇集社会资源,协同学科发展

在“双非”医学高校中,医学期刊与学科交叉发

展具有一定的协同性,如二者的资源可共享、宣传平

·871·



第 1 期 郭海婷等:“双非”医学高校科技期刊助力学科交叉发展路径探索 第 38 卷

台可共享等。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主要包

括政府支持与人才引进力度。 高校可通过重视与地

方政府、企业等的深入合作,主动寻求将高校优势、

特色学科与地方产业需求对接。 同时,医学期刊可

通过宣传平台对高校优势学科进行宣传,让外界了

解学校发展情况,吸引有志向的人才加入。 而且,医

学期刊的编委或约稿对象,均可以纳入支持学科发

展的指导专家,助推学科交叉发展与期刊共享知识

指导与服务。

1)吸引优秀学者。 医学期刊可力争通过发表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章吸引国内外优秀学者的关注

和投稿。 这些学者可能来自不同高校、科研机构或

医疗机构,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将为高校学

科发展提供新鲜的思路和启示。

2)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医学期刊可以组织学术

研讨会、专题讲座等活动,为学者、科研人员和学生

提供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这些交流活动有助于

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学科融合

发展。

3)联合学术机构。 医学期刊可以与高校、科研

机构、医疗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学术研究

和项目合作。 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促进学科

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医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和

应用。

4)支持学术创新。 医学期刊可以设立奖项或基

金,资助优秀的学术研究项目,鼓励学者进行创新性

研究和实践。 这些支持措施可以激发学术创新的活

力,促进学科发展的跨界融合。

5)聚焦社会需求。 医学期刊可以关注社会热点

问题和医学领域的发展趋势,鼓励学者围绕这些问

题展开研究,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学术支持,并通过

关注社会需求,进而引领学科发展方向,促进学科融

合与发展。

2.3　 提升学生素养,助力学科发展

有研究[16]对我国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发展

趋势和跨学科研究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发现在开

展学位论文研究时研究生大多偏爱跨学科选题,这

一结果肯定了跨学科研究对研究生创新意识培养和

实践能力提升的积极影响。 由此可以推断,“双非”

医学高校学生的素养提升与学科交叉发展息息相

关。 如图 1 所示,医学期刊编辑队伍与高校教师团

队可共同致力于学生培养,用以提升学生的论文写

作和阅读能力,而且医学期刊的出版专业人才可开

展与出版相关的课程,用来提升医学生的论文写作

能力以及准确表达学术观点的能力。

图 1　 医学期刊编辑与高校教师团队共同培养学生模式图

通过提升学生的学术写作和阅读能力,学生们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医学期刊中的研究成果,从

而为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除此之外,医学期刊还可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

究,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

1)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医学期刊中的

研究成果需要经过批判性思考和评估,以确保其科

学性和可靠性。 学生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可

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估医学期刊中的内容,有助于学

科交叉的健康发展。

2)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 医学期刊发布的研

究成果往往是前沿的科学进展,学生通过参与科学

研究并发表论文,不仅可以提升个人素养,还可以为

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成果。

3)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 学生在阅读医学期刊

或发表论文时,可以与其他学者展开学术交流与合

作,促进学科内外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学科的进步

与发展。

·971·



第 1 期 华　 夏　 医　 学 第 38 卷

3　 结束语

医学期刊的助力,可以促进“双非”医学高校学

科交叉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期刊作为学术交流

的平台,有助于集聚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

观点,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同时,通过

期刊发表研究成果,也能增加学校在医学领域的学

术声誉和影响力,吸引更多优秀学者和资金的支持。

因此,借助医学期刊,可以更好地推动“双非”医学高

校在学科交叉发展路径上不断探索,取得新突破,实

现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推动医学教育和科研水平

的提升,为我国医学领域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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