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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New Medical Science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new era. Its posi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has been assigned as "a great national plan, an essential aspect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s,
and an interdisciplinary major", which requires higher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to explore a model for cultivating top talents
in Chinese medicine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such as unfamiliarity with TCM classics, lack of practice skills, ignor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ifficulty in
communication with patients. Taking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top talents in Chinese medic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of TCM classics,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thical education, aim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uch talen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dherence to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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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背景下中医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探寻
要要要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为例

2019 年 10 月 25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中医

药大会上提出袁新时期中医药工作要野传承精华袁守
正创新冶[1]袁中共中央在叶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曳中指出袁要野强化中医思维培养袁改革中医

药院校教育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袁强化中医药专

业主体地位袁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冶[2]袁传承

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要内容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3]遥 2018 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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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叶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曳[4]袁实施野六卓越一

拔尖冶计划 2.0袁新医科作为野四新冶建设的重要内容袁
旨在将医学人才培养定位在野大国计袁大民生袁大学

科袁大专业冶[5]袁构建医学教育新体系尧新模式遥 高等

中医药院校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袁是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着力点遥 现阶段的中医拔尖人才培

养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袁中医药人才培养存在中医

药教育西化尧学生中医思维薄弱尧创新能力不足等问

题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遥 本

文依据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学实践袁从中医

药基础教育尧临床技能培养尧科研能力培养尧医患沟

通能力培养等方面探索新医科背景下中医拔尖人才

培养模式遥
1 中医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背景

2020 年 11 月袁教育部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尧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对中医药人才短缺的问题出台

叶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曳[6]袁提出推动中医长学制教

育改革袁在八年制本尧硕连读培养的基础上试点探索

九年制人才培养袁进一步探索中医拔尖人才培养模

式遥 然而有统计表明袁至 2021 年末袁全国医疗卫生

机构总数为 1 030 935 个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为

77 336 个袁中医类医院只有 5 715 个袁中医类门诊

部尧诊所 71 583 个曰2021 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为

1 398.3 万人袁而中医药人员总数仅 88.4 万人 [7]袁因
此袁我国依然面临中医药人才尤其是中医拔尖人才

短缺的问题遥
湖南中医药大学是湖南省重点建设本科院校袁

是全国首批设立中医类国家级重点学科的高校袁
2022 年学校入选湖南省第二轮野双一流冶建设高校遥
学校秉承野文明尧求实尧继承尧创新冶的校训精神袁坚持

野质量办学尧特色办学尧开放办学冶的理念袁拥有国医

大师尧全国优秀教师尧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尧万
人计划教学名师尧全国中医药教学名师尧岐黄学者等

名师名医 170 余名袁建有国家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尧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平台遥在此基础上袁
本校对新医科政策下中医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作出

进一步探索与实践遥
2 中医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进展

自野新医科冶建设方针出台以来袁各地中医药学

府对中医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层出不穷袁如长

春中医药大学采用中医药实践教学体系袁通过编写

实践操作技能教材尧开设跨学科选修实践课程尧开展

项目驱动式教学等方式促进了学生传承意识尧创新

能力尧职业素养的提升[8]曰贵州中医药大学曲婉莹等

提出立足经典尧因材施教尧促进课程分化和拓宽教学

途径的教学改革思路[9]曰温州医科大学王萍主张线

上尧线下教学有机结合袁构建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新中

医教育体系[10]曰南京中医药大学继开设理论教学尧临
床实践尧技能实训为一体相互融通的临床课程教学

模式袁提升中医学生的临床能力后袁提出创新开展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模式和中医全科转

岗培训袁培养既懂中药学又懂电子商务的复合型人

才的新规划[11]遥 上述改革方案均已实施并取得一定

成效袁但仍处于探索阶段遥
3 中医药拔尖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中医经典理论功底不牢

中医经典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袁中医经典

教育是培养学生中医思维的根本思路袁而中医经典

均为古籍袁其内容博大精深尧古奥晦涩袁多引自古代

天文历法尧周易八卦袁对读者运气学说尧地理堪舆知

识有较高要求袁初学者难以理解其中精义袁容易对经

典失去兴趣遥
以叶内经曳为例袁本校在学生入学时即鼓励学生

主动阅读叶内经曳袁并在叶医古文曳叶中国医学史曳等课

程中节选叶内经曳经典篇章讲授遥 叶内经曳以阴阳五行

辨析人体尧以取类比象论述五脏袁而学生初入学时尚

未养成中医思维袁在现代科学的思维习惯下对其表

述无法接受袁难以理解曰对五运六气尧干支八卦等内

容比较陌生袁难以理解曰对五行相生尧相克尧相乘尧相
侮等变化难以掌握其规律遥 市面的译注多停留在表

面文字的翻译袁对更深入的内容缺乏探讨袁学生无法

及时散疑解惑袁以致对经典知识一知半解遥
3.2 中医临床技能生疏

野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疗效冶袁然而部分院校在

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袁课堂教学内容与临床实践脱

轨袁且部分教师缺乏丰富的临床经验袁这导致学生

中医技能缺乏反复磨练袁只知书本尧不知实践袁临床

技能生疏袁辨证能力薄弱袁因此袁中医学生的临床能

力常为人诟病袁中医临床人才面临后继乏人的困

境遥 以脉诊为例袁学生虽然通过课堂教学后了解了

种种脉象的理论特征袁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野心中

了了袁指下难明冶袁学生真正诊脉时袁常常顾此失彼袁
对于相似脉象的区分缺乏经验袁由于缺少及时的

纠正和指导袁学生容易积累错误的印象和直觉袁导
致课堂知识难以有效应用到临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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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薄弱

中医药要走向世界应该以中医药现代化为前

提袁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科研创新遥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袁许多国家瞄准了中

医药产业发展的前景袁面对天然药物和中医药产业

在国外迅速崛起的大潮袁国内部分中医药院校仍以

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袁满足于传统诊疗技术和传

统产业而固步自封尧不求上进袁妨害了中医药的进

步遥受制于生均科研仪器和科研经费不足袁学校对于

本科生的培养依赖课堂教学袁教师较少指导学生参

与科学研究袁对学生科研探索精神和意识培养重视

不够遥 校园科研创新氛围不浓袁科研创新条件简陋袁
学生对于中医药科研方向缺少创新性想法袁导致科

研创新能力培养成了中医药院校本科生培养的薄弱

环节袁无力推动中医药的后续发展遥
3.4 医患沟通能力稚嫩

后疫情时代医患纠纷频发袁有关医学伦理尧行医

道德等话题屡次成为舆论热潮袁医患沟通问题导致

的医患纠纷事件占据所有医患纠纷事件的 80%[12]遥
医患沟通能力已被国际医学教育委员会列为医学教

育的七项基本能力之一袁对学生进行医患关系教育袁
提高未来医护人员的医患沟通能力袁是减少医患纠

纷的重要途径遥 然而高等中医院校对于医患沟通尧
医学心理尧医学伦理尧医疗纠纷尧医保政策等问题的

课程设置比较薄弱袁课时偏少袁场景模拟训练不足袁
医学生在应对以上问题时显得底气不足尧经验缺乏尧
难以合理处置遥 学校虽设置了叶医患沟通学曳课程袁
但课程占比少尧课程内容偏重理论尧课堂组织偏于传

统袁不利于培养学生在实际医患关系中解决问题的

能力遥 大学生处于青春期末期袁虽已成年但仍处在

象牙塔中袁单纯易激动袁易产生偏激观点袁易被舆论

引导情绪袁需要教师不断引导袁纠正学生的伦理观和

价值观袁帮助学生完成从野普通人冶到野医生冶的角色

转变遥
4 新医科背景下中医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优

化路径

4.1 优化课程体系袁加强经典教学

为了优化课程体系袁加强基础与临床的融合袁打
通理论与实践的壁垒袁由湖南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教

研室袁振仪教授领衔袁融合基础与临床尧医学与人

文尧中医与西医跨学科的教学团队袁构建了中西医学

科交叉前沿课程叶基于疾病的中西诊疗思维综合训

练曳课程袁具有首创性遥 本课程整合中西医基础多学

科教学资源袁以常见病尧多发病尧中医药防治具有明

显优势的疾病为选题袁采取微格教学法袁将对疾病进

行中西医综合诊疗过程的情景搬进课堂袁为学生搭

建临床诊疗思维模式袁为中西结合尧经典与临床结合

的典范遥
此外袁湖南中医药大学开设叶中医经典与临床曳

课程袁建立中医经典模拟诊室袁允许学生在课后跟

师学习袁并建立基于国医大师临床经验的中医经典

思维虚拟仿真系统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袁运用虚拟仿

真的方法袁基于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临证的典型案

例袁通过软件构建模拟患者病情和环境的 3D 场

景袁强调患者诊治过程和方法的真实再现袁将接诊过

程中的视觉尧听觉等融为一体袁使学生真实感受到自

己在接诊过程中的各种信息袁从而达到规范化训练

中医医学生中医经典临床技能的作用袁实现早临床尧
多临床尧反复临床袁为培养中医类学生中医经典临床

思维打下坚实基础袁提高学生临床应用经典的能力遥
中医教学重在中医思维培养袁中医思维的培养依托

于中医经典教学遥 中医经典文化的建设重点应立足

于平时袁努力激起学生探索欲望袁鼓励学生自主阅读

经典尧钻研经典遥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提出读经典的

标准有五院读熟袁读懂袁掌握袁融会贯通袁运用遥
4.2 加强实训建设袁营造实践环境

实训课程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操作环境袁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书本知识袁锻炼临床实践技能袁是
医学生不可或缺的重要教学方式遥 对于中医学拔尖

人才的培养袁实训课程尧虚拟仿真平台等项目是重要

的授课手段袁应着重建设尧大力发展遥 随着中医数字

化尧智能化尧可视化技术近年来飞速发展袁本校建立

了国家中医临床技能实践中心和中医实训中心袁现
有中医诊断尧方药辨识与组方尧中医药膳尧健康管理尧
针灸推拿尧中医经典思维模拟 6 个实训模块袁开设实

验项目 60 项袁脉诊仪尧舌诊仪尧微循环仪尧红外热像

仪尧体质检测仪尧智能诊疗系统等辅助教学工具袁现
已广泛应用于教学遥
4.3 激励科研创新袁摆正评价导向

医学教育应以新医科为契机袁以创新为导向袁注
重培养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遥 学校可允许学生参与

硕尧博学生的科研项目袁培养实践操作能力袁鼓励学

生提出创新想法袁在伴读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开展科

研活动袁科研过程中表现优秀者给予适当奖励遥湖南

中医药大学以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为目标袁为提升

在校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袁建立学生与导师双向渠

道袁建立拔尖人才一对一跟师制度袁针对本科学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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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助研计划袁吸引学生参与科研课题袁藉此赋予学

生展示科研能力的机会遥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科竞

赛袁将获得科研项目尧竞赛获奖尧专利尧发表论文者纳

入研究生推免指标体系袁将发表 SCI 论文尧获得发明

专利尧国家级创新创业计划尧学科竞赛获奖纳入破格

推免条件遥 在学生参与助研计划期间袁学生可跟随

导师和研究生观摩学习袁参与科研课题组会讨论和

相应的学术活动袁帮助学生初步构建科研思路遥
4.4 增进沟通技巧袁化解医患矛盾

医患关系是学生后续工作过程中面临的主要人

际关系之一袁新医科强调医学教育的创新与实践袁要
求医学人才具备更广泛的知识面和更强的实践能

力遥 据统计袁约有 50%的医患纠纷源于医患沟通不

良袁培养学生良好的处理医患纠纷的能力是本科教

学的应有之义遥 大学生虽已成年却始终处于象牙塔

内袁难免具有单纯尧冲动的特征袁难以应对复杂的医

患关系袁是医生群体中极易为情绪煽动的对象之一遥
为提升学生医学伦理素养袁提高学生对于医患社会

关系的认识袁帮助其在日后合理解决医患纠纷袁伴读

导师将在大学叶卫生法学曳叶医学伦理学曳等课程的基

础上指导学生如何与患者进行合法有效沟通袁结合

社会医患纠纷实例素材袁指导学生分析医生行为袁及
时纠正学生错误观念遥 在人际关系的引导中袁伴读

导师还将借助阴阳协调尧刚柔相济尧中庸之道尧天
人合一尧形神合一尧情志致病尧大医精诚的思想和智

慧袁将中医思想与临床案例相结合袁帮助学生掌握应

对和化解临床面临的医患矛盾的能力袁在夯实学

生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其人文素养和沟

通技巧遥
5 结语

新医科建设包括理念新尧背景新尧专业新 3 个方

面的内容袁是当代医学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举措遥
针对当今中医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下中医经典教

育浮于表象尧实践能力培养滞后于理论课程尧科研创

新能力培养方面投入过少尧医患关系教育占比不足

甚至缺如等问题袁在中医经典教学方面积极推进伴

读导师制度袁依据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读经典的 5
个标准袁将提升中医学生经典素养的过程分为读熟尧
读懂尧掌握尧融会贯通和运用 5 个步骤袁逐步培养学

生中医思维曰在实践教学方面袁增强实训课程和虚拟

仿真平台建设袁培养共进的教师评价导向曰规范化医

患关系教育课程袁借助大医精诚等中医特色思想袁帮
助学生过渡到野医生冶角色遥 构筑中医教学新理念尧
适应信息时代新背景尧探索中医特色新专业袁整合中

西医专业知识袁构建新课程体系袁提高学生中医思维

和科研创新能力袁形成中医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袁这
是中医学在新医科背景下发展的可靠路径遥 湖南中

医药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袁 在中医拔尖人才建设

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袁叶野四位一体冶能力导向的中医学

研究生传承创新人才培养 43 年探索与实践曳荣获国

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袁涌现出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尧国
家级教学团队尧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尧全国优秀

教师尧岐黄学者等一批优秀教师和团队曰学生多次

在全国性学科竞赛中获奖袁取得可喜成绩袁在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叶2023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

分析报告曳中袁学校总分位列全国医药类本科院校第

四袁在全国中医类院校中排名第三袁彰显了湖南中

医药大学在新医科建设中取得的成绩遥 新医科建设

项目开展至今已有五年余袁大学仍砥砺奋进袁坚持探

索中医拔尖人才培养模式袁 为培养出知识与实践并

重尧传承与创新并用尧医德与医术并修的合格中医人

才而不断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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