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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存亡在于需求袁中医药的发展在于创

新袁中医药的兴旺在于人才[1]遥 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硕

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强弱影响着中医临床基础专

业的发展袁而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研究生教育是高等

中医临床基础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培养高

级临床中医师尧中医专业教育尧科研及管理人才的

主要渠道遥
1990 年袁普拉哈拉德渊C.K. Prahalad冤和哈莫

渊G. Hamel冤 在 叶哈佛商业评论曳渊Harvard Business
Review冤上发表的论文叶企业核心竞争力曳渊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冤 中首先提出核心能

力这一概念[2]遥 核心竞争力袁又可称作核心能力袁是
一个企业渊或人才尧国家等冤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

的能力遥 核心能力并不是某一种单一的能力袁而是

各种能力的有机结合袁可以藉此应对各种变革与激

烈的外部竞争遥
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能力应

当是自己在学习尧 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态

度尧知识尧技能以及人际交往等能力的综合体袁是中

医临床基础专业教育必须着重培养学生将来从事

并发展中医临床基础专业所必须具备的最主要的

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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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中医研究生教育大多还是采取传统的

教学培养模式要要要先是课堂教学袁然后分配到教学

医院实习袁最后撰写论文毕业遥 由于强调学生毕业

时需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袁大部分学生从前面的课

堂教学尧医院实习阶段开始就全身心投入做实验尧发
论文袁以至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一到临床袁茫然失措袁
不知道从何处着手看病袁也治不好病袁这不能不归咎

于中医教育的失误[3]遥
大多学者认为中医研究生教育亟需改革袁需要

通过改革研究生教学课程体系袁加强条件建设和教

育管理袁培养具有传统思维方式和掌握现代科技创

新能力的高级人才[4]遥 本课题组研究认为袁作为兼顾

经典与临床的中医临床基础专业袁在硕士研究生的

培养上袁必须秉承中医特色袁兼顾理论实践袁具体来

说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院
1 加强传统教育

野中医临床基础冶作为二级学科是归属于野中医

学冶一级学科名下袁而要提高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核

心能力袁就不能狭隘地将这里的野基础冶理解为以中

医经典著作为基础的中医药基础知识遥 中医临床基

础专业硕士研究生不能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

习袁不仅要研习叶内经曳叶伤寒论曳叶金匮要略曳等中医

经典袁还需广泛阅读我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代表性

著作遥
文是基础袁医是楼袁中医学是融合了人文尧自然尧

生命的医学科学袁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袁烙印着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并兼蓄儒道两家精华 [5]袁包含医

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相互影响尧融合袁是中医药学不断

发展创新的源泉遥作为具有人文科学特性的中医学袁
要求其传承者具有较扎实的人文科学基础和主观感

悟能力袁只有具备了中国古典人文理论知识和思维

能力袁才具备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基础[6]遥
例如道家袁葛洪尧陶弘景尧孙思邈等既是医家也

是道士袁中医与道家在数千年历史绵延中早已水乳

交融袁难以区分袁人们也总是习惯性地将二者共同

的一些诸如阴阳五行的理论当做相同的点与面提

起[7]遥
再如兵家袁徐灵胎在叶医学源流论曳中就有叶用药

如用兵论曳篇章袁指出野孙武子十三篇袁治病之法尽之

矣[8]冶袁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曾总结叶伤寒论曳诊
疗之精华袁以野三十六计冶统之袁医理与兵法合参袁旁

征博引袁丝丝入扣[9]遥
又如墨家袁 其思想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

有着密切的联系袁墨家野类尧故尧理冶逻辑的提出袁对中

医类比思维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曰
墨家的认识论对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一致性

以及重视临床实践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曰墨家野五
行毋常胜冶 的提出是对五行生克关系中量变到质变

过程的阐述袁 与中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与质

变的认识具有密切的联系[10]遥
笔者认为袁 运用传统思想文化培育中医临床基

础专业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具体途径有院
渊1冤规范课程设置遥 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袁硕士

研究生课程未开设古汉语尧医古文袁这是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遥因为读经典是中医传承的基础和前提袁对古

汉语的学习则是读经典的基础和前提遥 为求得最真

实的第一手信息袁 读经典必须读原著遥 对古汉语字

形尧语法尧常识等知识掌握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对经典

原著的把握遥 所以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必

须加强对古汉语的学习袁提高研究古代文献的能力遥
而除了增设古汉语尧医古文课程外袁还可以酌情增加

古代文学尧古代历史尧古代哲学等课程袁对中医临床

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多学科的传统文化教育遥
渊2冤调动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遥教师需要调动和

正确引导学生去学习传统文化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袁
进而真正的认同传统文化曰 同时也可以组织硕士研

究生参与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编写袁 这样能发挥其主

观能动性袁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水平遥
渊3冤营造传统文化氛围遥 在校园里增设传统文

化气息浓郁的海报尧宣传语曰鼓励硕士研究生走出

野小圈子冶袁 加入到校园一些传统文化社团活动中曰
学校可以定期的聘请专家进行传统文化知识讲座袁
邀请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团体进入校园袁丰富校园

生活遥
2 锤炼实践技能

除了临床诊疗之外袁科研实验和教学实践袁都是

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必须具备的技能遥 培

养大批创新型人才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

前提袁 高校研究生是我国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后备力

量袁 参与科研课题研究是研究生成长为创新型人才

的必由途径[11]遥 而作为学习经验丰富袁进取方向明

确袁思维判断能力成熟的高校研究生袁参与部分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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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袁将对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遥 同时袁教学

相长袁可以激发研究生的学习潜能袁通过与学生交流

沟通可提高研究生人际交往的能力袁通过解决教学

生活中遇到的各项问题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生的心理

素质[12]遥
培养单位应当为研究生提供各项实践的机会袁

当然袁在目前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中袁这一块工作向来

都是比较重视的袁学校抓得紧袁学生也有这种意识遥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袁这一方面具体的实施途径袁根据

临床尧科研和教学三大类袁可以简要概括为院通过跟

师侍诊抄方袁总结提高医技曰通过实验力学笃行袁掌
握现代科技曰通过讲课传道授业袁达到教学相长遥
3 培育国际视野

拥有国际视野与本专业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

培育亦有密切关联遥 中医要走出国门袁面向世界袁作
为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就要把握历史袁面
向未来袁要与现代医学相互交流遥

笔者认为袁培育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

国际视野的具体途径大致可分为院
渊1冤从课堂对学生进行初步的启蒙袁让学生掌握

语言这一重要工具袁然后培养学生自己课外深入尧持
续学习的意识与习惯遥 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袁硕士

研究生课程中报包含硕士英语尧专业英语尧英语口语

三门外语课程袁博士研究生课程中包含博士英语和

日语两门外语课程袁笔者认为二者可以相互借鉴袁在
硕士阶段就可以对学生进行日语的初步介绍遥

渊2冤学校图书馆应当积极为师生服务袁补充完善

各种外文数据库袁在此基础上袁导师可以组织自己的

团队展开以 SCI 论文为代表的外文文献阅读讨论

会袁学生提前准备袁每期讨论会精读一篇论文即可袁
探讨思路袁学习方法袁取长补短遥

渊3冤培养单位可以经常组织海外留学回国专家

或者聘请外国学者给硕士研究生举办讲座袁分享自

己的经验袁介绍世界前沿的医学学科动态遥

渊4冤培养单位可以在党和国家制定的对外交流

政策原则下袁充分利用学校的各项对外交流活动袁譬
如野孔子学院冶项目袁给硕士研究生提供野走出去袁看
世界冶的机会袁遴选优秀学子赴外交流甚至进修遥

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培育

是一个值得培养单位和各位导师重视的课题袁 是一

项长期的工作遥我们在创新培养模式尧培育核心能力

时袁既要吸收已有的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系统化尧标
准化优势袁 又要充分考虑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的专业

特色袁同时应当与时代接轨袁促使本专业硕士研究生

具有开放性思维尧国际化视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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