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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学风评价和建设体系研究

考希良，李先强，刘 喆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1）

[摘要] 从学术论坛教育活动、社会实践公益活动、医德医风教育工作、党团组织培养工作、安全卫生文体工作5个方面提

出了构建临床研究生学风评价与监控体系，以提高临床研究生教育质量，为医学院校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可行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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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建设是大学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临

床硕士研究生的学风建设是医学高等院校办学的重要工作

内容。“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的学风评价和建设体系”系由我

校首次提出的一个进行临床研究生学风教育的新方法。该法

按照临床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将培养文件和培养规定中的学

风要求总结为5个方面：学术论坛教育活动、社会实践公益活

动、医德医风教育工作、党团组织培养工作、安全卫生文体工

作。以这5个方面构成研究生学风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5个

方面又下设详细的培养内容，不同的培养内容对应不同的培

养目的，汇总之后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实施过程达到提高中医

临床硕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1 学风评价和建设体系的产生背景

研究生招生以来，各医学高校对研究生学风评价和建设

工作一直没有较为科学、完善的模式遵循。学校、学院、导师

之间限于工作层面、环境、性质的不同，对研究生培养方式往

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存在对研究生学风评价和建设方面的

研究投入工作偏少以及培养体系不健全的现象。其次，当今

就业环境的影响。多数的用人单位仍以学历、证书作为初步

衡量毕业生质量的标准。这势必导致大学生片面追求“证书”
的现象十分普遍，努力学习，往往就为了获得一张文凭和一

个个的证书。这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片面发展的学习风

气，使大学生缺失了部分人文素质。作为未来的医生，既要有

精湛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医风。这就需要从

学生的思想道德、专业知识、身心素质、个人修养、人文教育

等方面入手，强化学风建设，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具备良

好综合素质的准医生。
因此有必要对如何培养一名合格准医生的教育方式进

行研究，我校在多年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培养方法，

就是建立学风评价和监控体系并严格贯彻执行，以此保障医

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 体系框架的建设和细化内容

我校结合临床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将培养文件和培养规

定中的学风按要求分门别类，共分成5个大方面：学术论坛教

育活动、社会实践公益活动、医德医风教育工作、党团组织培

养工作、安全卫生文体工作。这5大方面共同构成研究生学风

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5大方面下又有细化的培养内容一一

对应，如：（1）博导硕导论坛、博士讲座；（2）学校、学院医疗下

乡活动，如社区义诊、义务献血、社会福利院健康教育活动；

（3）岗前培训、医院纪检、监察文件的学习，院外专家培训；

（4）党团知识讲座培训、影视教材宣教、党团知识竞赛、参观

社会实践基地；（5）安全督导、卫生检查、体育活动月、文化艺

术节。通过这些详细措施的运作，提高中医临床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综合素质。
3 体系的运作方法和保障措施

学风评价和建设体系实际运作时共分4个阶段。（1）准备

阶段：该阶段主要是运用调查和文献分析的方法，重点采取

文献查阅形式，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分析

与评价。结合我省中医临床研究生培养回顾和研究，初步建

立学风评价与建设体系。（2）培训阶段：该阶段采用实验研究

法和观察法，结合体系的5个大方面进行临床研究生的学习

和医疗行为规范。并应用细化的培养内容对研究生进行临床

工作中的观察和研究。（3）实施阶段：该阶段采用量表分析法

和个案研究法，对研究生的学习和医疗行为进行调查，主要

采取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在调查中量化标准，达到进一步

修订评价、考核、监控体系的目的。（4）汇报阶段：该阶段主要

是对体系运用经验的反馈和总结，采取研究报告的形式，总

结体系的成功之处，找出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并针对不足请

有关专家对考核监控体系进行评价和指导。
为了保障体系的有效运作，笔者对工作的具体参加者兼

顾到社会舆论界、校级管理者、院级管理者、校内外专家、研
究生导师、学生等各个层面，从而保证工作的公正、公开、公
平。尤其是让受教育者学生参与进来，这既可以使工作本身

成为学风教育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自觉维护优良学

风、抵制学术腐败的“主人翁意识”，实现管理自律性与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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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有效结合。
4 体系的优点和实践证明

构建临床研究生学风评价与监控体系，为我校中医临床

硕士研究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行的平台和支持。以2010年毕

业的2007级临床研究生为例：该年级共289名研究生，全部获

得学位并顺利毕业。其中147名研究生获得各种荣誉称号：优

秀学生干部36名，优秀党员35名，优秀学生46名，优秀团员37
名，优秀毕业生31名，有34名研究生考取博士深造，有89名研

究生进入三级（包括甲等、乙等）医院工作，有15名研究生进

入国际知名大公司工作等。一系列数字，验证了这种培养体

系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推广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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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在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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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中，结合医学故事讲课，能提高学生的兴趣；结合医史知识讲解，能提升学生的领悟能力；

结合医学人文讲述，可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认为有效运用中医史知识授课，能显著提高中医学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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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西医院校医学教育中的一门必修课，但课时非

常有限。学生也普遍认为：中医抽象、深奥，难以理解，学习上

无从下手，故而兴趣骤减，学习处于被动状态。笔者认为，授

课过程中结合中医史进行教学，能提高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积

极性，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理论，并能彰显

出中医人文精神的特色。
1 结合医学故事讲课，提高学生兴趣

兴趣与信念是学习的原动力。教学实践表明，在西医院

校进行中医学教学，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与信

念。由于中医理论深奥抽象，学生对中医学的学习兴趣不高，

处于被动状态，即使对中医有兴趣的学生也会因其深奥难懂

而失去学习的动力。笔者体会到，在授课过程中适宜引入中

医史上的故事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中医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对

学生认识中医学的辉煌历史及中医学这一伟大宝库的博大

精深，大有裨益。
中医史上医学家研究与实践的故事，对中医教育和中医

学习具有深刻启发和教育意义。陈健安[1]认为，在讲授一些基

础理论时，可借用一些典故，插入一些有关的学生感兴趣的

话题，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中医史上医学家成

功时的收获和喜悦、失败后的教训和反思、追求中的艰辛和

乐趣、往往具有使人向往的传奇色彩，在教学中运用这些故

事，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使学生品味到医学研究的人生

价值和情趣。例如，在第一章导论部分，向学生介绍神农尝百

草、华佗刮骨疗毒、孙思邈开棺救妇、脉络宁与脑梗死、中西

医结合治疗SARS 等有趣的故事，活跃课堂气氛。授课中要注

意穿插一些实例，如中医药在“非典”治疗中所取得的令世界

认可的重要作用，让学生认识到多一种治疗方法，患者的疾

病就多一分希望，从而激发学习中医的兴趣与热情。
在介绍医学人物和事件时，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

结合教学内容，展示相关图像或影视作品节选等，提高课堂

上的教学效果。如在介绍阴阳五行学说时，从电视系列片《黄

帝内经》中播放应用阴阳五行学说治疗疾病的一组病案。
中医史上的许多故事具有传奇色彩，存在一些不科学的

观点和内容。在运用时，教师要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勇于批

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弘扬科学、破除迷信。否则，就会产

生相反的结果。只有实事求是，科学地对待中医学理论，才会

弱化学生的否定心理，消除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在学生认知

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抗，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 结合医史知识讲解，提升学生领悟能力

有效运用中医史知识，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促进学生

学会用中医思维方法学习中医和分析解决医学问题。
西医思维重分析、还原，中医思维重宏观、整体。如对

SARS的认识，西医从传染性致病菌入手，夜以继日在实验室

寻找，在找到之前，只能对症处理，存在着严重的后遗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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