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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研究生临证思维模式长期单一化、刻板化，无法很好契合当今中医药卫生大环境需求。学生缺乏自主思考能力与创新研究能力，

过分依赖导师的知识灌输，被动接受临证思维塑造，已成为制约中医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有针对性的培养中医研究生临证思维

模式成为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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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研究生教育起步至今，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对中医行

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深刻地制

约着中医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最亟待解决的就是培养中

医研究生临证思维模式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中医研究生

临证思维模式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1.中医研究生临证思维模式现状 
1.1“西医化”的中医思维[1]  部分研究生进入临床时发现自己

的临证思维模式和导师有较大出入，常会受到西医病名或理化检查

的影响，导致自身的中医思维西医化。加之一部分学生独立思考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欠缺，这种僵化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临证

思辨能力的发展，甚至逐渐丢失中医临证精髓。 

1.2 纯中医思维模式  有些研究生临证思维模式因受传统中医

理念影响较深，形成的纯中医思维模式在规范化培训阶段相较于 

“西医化”的学生，虽能较快的适应中医临床，但因其西医功底薄

弱，他们在病房区跟随老师查房时常常不知所措。 

1.3 中西医结合思维  一些优秀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在

两种模式中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来提升自己。但困扰他们的问题依

旧存在，那就是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中西医结合？因为在临证过程中

他们发现中西医的结合并不是交互式而是平行式各自发展。 

2.关于培养中医研究生临证思维模式的建议 
2.1 重视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2]  增加《黄帝内经》、《伤寒杂病

论》等经典科目的教学时间，根据学生的教学反馈，适时调整教学

内容和方式；其次，要注重培养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通过经典理

论的研讨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反思自己存在哪些不足。课余时间，

导师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教学给学生布置相关阅读内容，强化中医经

典病案的研读，为进入临床打下坚实的基础。课余时间，导师可以

通过网络远程教学给学生布置相关阅读内容，强化中医经典病案的

研读，为进入临床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举办中医讲座、沙龙或知识竞赛  学校定期举办国家级、

省级名老中医或者师承教育带头人学术讲座，分享名师临床经验。

间接经验的学习虽然没有临证时真切，但只要认真倾听，仍然可以

启发个人的中医思维，受益匪浅。现在大部分中医院校开展了《黄

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背诵大赛以及临床技能操作比赛等，通

过这种切磋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临证思维能力，帮助学生从理论到

实践的过渡。 

2.3 合理运用 PBL 教学模式[3]  中医虽然是传统医学，但仍可借

鉴 PBL 教学精髓。通过引入临床案例，学生在已有的基础知识积累

上，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在此笔者有三点建议：1）

导师教学轮换制：多位导师的 PBL 课程负责制，合理安排各位导师

的出诊时间，出诊与教学时段严格区分，保证导师精力充沛，从而

高效率完成教学任务。2）“以大带小”：由高年级研究生代替导师

完成课程安排，且教学课堂内容全程视频录制。随后，再由导师做

出点评和指正。3）注重课前查阅资料工作：学生在参与 PBL 课程

前应对课程所讨论的内容进行详实且充分的准备，且应就所讨论内

容做外延性思考，切忌带着散乱的思考结果走进课堂。导师也应做

好充足的备课工作，而不能流于形式，应付课程安排。 

2.4 夯实西医基础功底[4]  人体解剖学是西医学的入门课程，同

样也是中医学的入门课程。通过学习解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体部

位和功能结构，同时为生理学、病理学和诊断学的开展铺平道路。

国医大师干祖望曾经说过：“中医对某些病种确实没有好的治疗方

法，疗效远不如西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检验

临床治疗水平的客观指标。只要是对患者疗效最佳且副作用小的方

法我们都应该积极吸取。 

2.5 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平衡点  前面我们提到中医西结合思维

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可以适应目前临床发展，做到取长补短、优

势互补。屠呦呦团队因青蒿素的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给了我们很大鼓

舞，她的成就让《肘后备急方》这本古书与现代医学实现完美邂逅，

或许这是中西医结合的转折点，亦或是起点，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

促使中医研究生在今后的临证过程中注重两者的关系，避免厚此薄

彼，从而实现医技质的飞跃。 

3.展望 
中医研究生临证思维培养模式[5]是中医院校未来教育规划发展

必然要重视的内容，从认识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临证思维如

同枢纽，调节着基础与临床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自身存在

的问题，如何在优越的政策下将临证思维转变，以适应当前大环境

的要求，以求在发展的过程中调整和创新，把临证思维能力更好的

运用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造福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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