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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学术型研究生

“科研创新”培养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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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和构建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学术型研究生的“科研创新”培养模式。

[

方法

]

梳理当前中医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现状和培养困境，依托中

医临床基础国家重点学科平台，开展中医特色“科研创新启蒙”课程建设和“导师组启发”

+

“研究生探索”培养方式的探索等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构建适

合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学术型研究生的“科研创新”培养模式。

[

结果

]

当前中医学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存在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和国家社会相关需求

不断提高的重要矛盾，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主要面临生源科研基础薄弱和导师队伍教育教学能力“偏态化”两大问题。 团队所建设的中医特色“科研创新

启蒙”课程能较好的完成低年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启蒙教育，提升其基本科研能力。 团队所构建的以课题组为基本单元的“导师组启发”

+

“研究生探

索”的培养方式，能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题设计和科研创新能力，促进优质科研成果的产出。

[

结论

]

浙江中医药大学通过构建“科研创新”的培养模式，

开设了具有中医特色的“科研创新启蒙”课程，并探索了较优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方式。 该模式明显提升了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学术型研究生的科研创

新能力和科研成果产出，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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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innovation training mode for the academic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clinical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Methods] This study started from clarify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TCM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current dilemma of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in Clinical Foundation of TCM subject. Then

，

basing on the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of Clinical Foundation of TCM

，

it made a series of explorations on the scientific innovative training mode for academic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TCM

，

including offering scientific innovation enlightenment courses combined with classic courses of TCM and developing a

“

supervisor group inspiring

”

plus

“

graduate student self-exploration

”

training mode. [Results] There was an importa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oor scientific innovation ability of

TCM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increasing scientific innovation demand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besides

，

the academic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TCM was facing two main problems including the weak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studies and the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of supervisors. Given these

situations

，

the scientific innovation enlightenment courses improved the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junior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

supervisor

group inspiring

”

plus

“

graduate student self -exploration

”

training mode further elevated the graduate student蒺s ability of research project design

，

improved 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

and increased the high qua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outcomes. [Conclusion] By construct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

the course of

“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nlightenment

”

with TCM characteristics was opened

，

and a better

training mo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was explored and constructed. This mod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output of academic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clinical foundation of TCM

，

which was worthy of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ademic degree; postgraduate student;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training mod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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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正大力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的“双一流”高校建设。 研究生教育是高校

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创新拔尖人才培养

的关键环节之一， 因此迫切需要对研究生高质量培

养的模式方法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从而在“导师负

责制” 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提高各学科研究生培养

质量

[1]

。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

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

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

次人才。

中医临床基础是中医学核心学科之一，也是学术

型研究生的主要聚集学科。 由于原有的人才培养体

系相对滞后和培养方式缺乏针对性等原因，中医临床

基础学术型研究生在科研创新能力方面明显缺乏优

势。 同时在研究生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改革

等影响下，中医临床基础学术型研究生正面临学术和

临床“双不专”的困境。 研究显示，中医院校的学术型

研究生数量和培养质量均已经呈下降趋势

[2-3]

。 因此，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体系）的不足是目前

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重要难

题，严重影响着中医临床基础一流学科建设进程和创

新拔尖人才培养质量。

本研究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基础国家重

点学科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为试点，在原有研究生教

育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对该学科平台学术型研究生统

一开展教育改革实践，就其“科研创新”培养模式进行

构建和探讨，希望为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双一流”发展

和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1

“双一流”背景下中医学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及

趋势

1郾1

中医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的普遍现状

中医学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各大中医院校的

普遍现象。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庆祥等

[3]

认为“中医学

术型研究生培养中主要存在着经典学习与创新能力

不足两大问题”。 陈静漪等

[4]

通过对北京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因子相关研究，认为“创新素质这

个指标是访谈过程中最没有争议的一个，但其实也是

培养的研究生最最缺乏的一个素质”。 湖南中医药大

学黄小平等

[5]

特别指出“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科

研意识的培养不够重视， 系统规范的科研培训不够，

导师指导和监管不力，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科研经

费不足，学术道德失范等问题是制约当前中医药院校

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主要问题”。

1郾2

国家和社会对提高中医学术型研究生科研创新

能力的客观要求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下，中医药

科技创新短板和国际化困局逐渐凸显，加之中医药在

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

情中显示了明显成效，因而国家和社会对中医药现代

化和科研创新的需求越来越急迫。 新华社

2016

年发

文 《专利药受制于人 中国如何摆脱 “进口药物依

赖”》，文中指出我国医药虽然不可能如芯片般依赖于

国外，但也存在诸多短板

[6]

。 桑国卫院士

[7]

在《

2018

年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进展及十三五展望》 中指出：

“我国很多重要专利药物市场绝大多数被国外公司占

据，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另一方面，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多次提到“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

界医学事业、 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8]

。

2017

年人民日报发文《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

兴发展》，重申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价值

[9]

。

201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习近平再论中医药：要深

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要求“推进产学研一

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

界”

[10]

。

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考

察中提到：“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

大传染病之后， 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

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

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

[11]

中医学术型研究生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历史

使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承担着中医药科技创新这

一至关重要的责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2010

—

2020

年）》中明确指出高校应着力于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

升科学研究水平，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

才

[12]

。

2019

年

3

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也要求对研究生教育和

管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指出：“……导师是培养质量

第一责任人，要把培养人放到第一位，既要做学术训

导人，指导和激发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原始创新能力

……”

[13]

可见，随着中医药现代化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日益增长，培养中医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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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客观

要求。

2

中医临床基础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状况及困境

中医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

的模式和方案。 刘铜华等

[14]

回顾了我国中医研究生教

育的

38

年发展，认为目前中医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在招

生、培养模式、社会需求、学生管理和学位论文质量等

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笔者前期调研发现，中医临

床基础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前主要存在研究生自身

科研能力薄弱和研究生导师科研或临床教育教学能

力“偏态化”两方面的困境，具体分析如下。

2郾1

中医临床基础学术型研究生自身科研能力薄弱 由

于本身学科门类、科研实力等原因，很多中医院校对

本科生科研培养方面要求较低，甚至对中医学本科学

生不做科研方面的毕业要求。 作者调查发现，本校中

医临床基础学科大约

60%

的硕士研究生在本科阶段

没有撰写过毕业论文。 中医临床基础学术型研究生

考试主要考察中医综合和中医经典，科研相关的内容

涉及较少，而西医专业很多学术型研究生在本科学习

期间进行过毕业设计、创新性实验等，接受过较多的

科研训练。 很大一部分中医学术型研究生在本科期

间几乎没有真正做过实验或仅仅进行少量实验课培

训，基础知识非常薄弱，难以应对中医药科研中的复

杂问题，导致许多研究生在中医理论学习和现代科研

方法结合过程中不知所措。 进一步导致学术型研究

生在开展真正研究工作后，容易失去科研信心和创新

动力，甚至沦为“机械无脑”的实验“机器”。

自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禁止学术型研究生参加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 以及全面推行临床规范化培训以

来， 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型研究生从事临床工作的困

难。 由于以往对学术型和专业型的区别培养不够重

视，缺少针对性的培养方式方法，导致以“科研创新”

为核心特色的学术型学位的优势一直无法体现。 这

些方面导致学生在报考学术型研究生时存在疑虑，优

秀的中医学本科生更倾向于攻读专业型学位，甚至部

分学生入学后会选择退学。 因此，原本研究生生源科

研基础薄弱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面临着生源质量进

一步下降的困境，可谓“雪上加霜”。

2郾2

科研学术型和中医临床型导师“两级分化”现象 中

医临床基础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不仅要求导师对中

医临床和传承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要求导师具备

较高的科研能力水平。 近几年随着中医院校对提高

科研水平的需求增大，很多科研出色的非中医学背景

教师担任中医临床基础研究生导师。 同时，随着各大

院校人事评价改革，科研出色的老师相对具有晋升优

势。 但由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和西医的学术背景，这些

导师对研究生中医思维和临床技能的培养指导能力

有限。 主攻中医临床和教学的导师，大多又缺乏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指导研究生完成系统的科研工作。 即

使是部分医教结合“双师型”教师，“重临床、轻教学”

“重科研、轻教学”等情况也屡见不鲜，导师在科研创

新方面教育教学精力投入有限，也不利于创新拔尖人

才的培养

[15]

。 各大中医院校都不同程度存在中医学专

业导师队伍的“两级分化”现象，而中医临床基础学科

更为明显。 笔者调查发现，本校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中

约

50%

的教师完全没有中医学背景，或者非临床专业

毕业。 随着这一问题的凸显，虽然各大学院和学校已

经开始要求学术型研究生需要配备科研和临床的导

师组培养，但是对于导师组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还存

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就该培养模式进行

探索

[16]

。

3

研究生教改措施方法探索

3郾1

中医特色“创新启蒙”课程建设 由于中医临床

基础学科的要求，第一学年中医临床基础研究生需要

学习公共课程及中医经典相关理论课程，因而仅有碎

片化的时间参与科研课题研究。 基于这一现状，针对

本校基础医学院中医学学术型一年级研究生开展以

下启蒙教育模式试点。

3郾1郾1

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科研创新启蒙课程教育 通

过联合课题组相关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使研究

生能够在学习中医经典课程 （《黄帝内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温病学》等）过程中，寻找与导师研究方

向或临床用药相关的经典方药等科研兴趣点。 基于

研究生的兴趣点，通过网上学习、微课和《中医临床基

础研究设计与方法学》课程等方式，使研究生初步掌

握网络药理学和临床循证分析方法 （荟萃分析等）等

中医药研究较实用的研究方法，并鼓励他们利用网络

药理学对相关方剂或疾病进行初步机制分析，利用荟

萃分析研究药效学、药物不良反应或疾病的共发病风

险等。 在科研创新启蒙课程教育下，研究生能够熟悉

相关研究方法，并得到寻找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等多方面的启蒙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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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1郾2

“学术论文”成果导向的科研创新启蒙训练 在

上述研究生启蒙教育课程开展的同时，探索开展学术

期刊论文评阅模式课程内容，让学生提前熟悉论文写

作和投稿要点， 了解学术论文成果产出过程或路径。

以

2～3

人小组为单位， 汇报所完成的学术论文成果，

凝练创新性， 进一步明确学术论文创新的表述方式。

部分学生通过该训练在项目组的指导下已经完成论

文初稿，较优秀论文由项目组进一步协助完成论文发

表，从而通过正向激励机制和榜样作用，大大增强科

研氛围。

3郾1郾3

组织优秀论文导向的顶级期刊文献沙龙 在

“双一流”建设和“破五唯”改革的背景下，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更应该注重论文质量。 因此，尽早让研究生

接触国际优质期刊论文，是研究生启蒙教育的重要环

节。 通过隔日午间组织研究生开展“顶级期刊文献沙

龙”活动，让研究生了解高水平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实

验设计，营造向优秀论文看齐的学术氛围。

3郾2

以课题组为单元建立“导师组启发”

+

“研究生探

索”的培养方式

3郾2郾1

试点建立“导师组启发”

+

“研究生探索”的课

题设计方式 在上述启蒙培养的基础上，导师组只给

予研究生大致研究方向，允许研究生探索发现和寻找

问题，并以模拟基金课题申请评阅的模式，第一导师、

第二导师和课题组成员（高年资博士、硕士）对课题进

行评阅，优化课题设计，用于毕业课题开题。 同时，配

合学校、学科自主经费和研究生校级课题等自主性较

强的科研项目，增加研究生自选课题比例。 通过上述

方式让研究生自主投入设计课题，能够大大提高其科

研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此外，该模式还可以让研究生

更好的熟悉课题申请和评阅过程，让低年资研究生熟

悉掌握科研项目设计，让高年资博士、硕士更加熟悉

课题申报要点，从而实现科研创新上“传帮带”的良性

循环。

3郾2郾2

优化完善相关导师组和学生的评阅反馈模式 以

导师组为单位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针对评阅意见进行

面对面提问和回答， 并进一步在会后落实修改方案。

充分发挥导师组优势的同时兼顾学生接受程度，进而

注重营造科研学习氛围，从而让评阅人和被评阅人之

间增强交流， 更好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同时，加

强学生科研创新在今后工作中重要性的价值观教育。

利用日常课程、交流会、优秀毕业生交流等形式，通过

树立优秀研究生榜样，让研究生充分了解科研创新在

科研院校、 各大医院和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

性。

4

成果成效及展望

经过近一年半的“科研创新”培养，本团队中医临

床基础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毕业论文申请

从原来以发表二级期刊为主转变为国内外高质量期

刊论文为主。 同时， 获得各类学会优秀论文奖项、教

育部国家奖学金等的研究生人数有所增加。 笔者对

已发表的高质量代表性论文进行统计，近一年半团队

已发表中科院二区论文数量已经超过

2020

年前的总

和。 同时，团队对抗击新冠肺炎等重大项目的承担和

完成能力也有所增强，已成为牵头承担浙江省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资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防治”的唯

一中医药项目研究团队，并荣获了浙江省抗疫先进集

体荣誉。 总之，研究生是科研工作的主力军，通过对

中医临床基础研究生科研创新培养的教育改革，明显

提高了研究生创新能力， 改善了研究所科研氛围，值

得进一步推广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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