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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实施教

学的指导方向，是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标准，决定了其人

才培养的模式和方案，体现出所要培养人才的规格和质

量，所反映的是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的特征和需求。高

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积极推进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致力于培养更多具备理论水平及实

践能力，可在社会建设、管理及服务等领域的技术应用

型人才，这是我国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明确定位，而高等

中医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职业教育的类别，

其培养目标不仅有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共性，也有其独立

的特征性。

一、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

根据联合国最新修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标准》了解，

我国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属于职业教育范畴，而按照学

科类别来区分，同时也属于医药教育类型。综上而言，

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应被定义为拥有高等教育层次并以

中医药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技能教育。

1、培养目标的个性特征

我国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具备明显

个性特征，与传统职业教育、普通高等中医药教育相比，

其人才培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教学层次不同、知识能力

不同以及培养目标不同三个方面。

（1）教育水平—具备高等教育层次特征

在我国，职业教育根据教育水平可被划分为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三个层次，而高等中医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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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不用多说自然是被纳入到高等教育层次之列，所

教育对象一般都接受过普通中等教育或是中职教育教学。

根据现行职业教育制度来看，我国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

学制 2 至 3 年的与高等专科层次基本类同，而学制为 4 至

5 年的职业教育则可应与本科教育看齐。目前，我国五年

制的高职高专教育主体还是以高职高专层次的居多。

（2）目标指向—具备职业人才培养特征

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十分清晰明确，根据

《国际教育分类标准》来看应属于以直接就业为主的教

育，而并非升学预备型教育，中医药教育的职业化不仅

是其本质特征也是人才培养目标的明确指向 [1]。高等中

医药职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从事中医药职业或行业所必

须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完成相应目标的学习以此获

取进入该领域的从业资格及能力。在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的整体目标是要培养一大批能够在社会生产、建设、

管理以及服务各方面发展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所以社会

对于中医药行业人才的需求，也就决定了高等中医药职

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于普通号等中医药教育而言，

高等中医药教育并非是要培养那些研究性、创新化的学

科技术人才，而是要塑造应用类、操作型的职业化人才，

它的培养目标明确指向了中医药这一领域及其相关的某

些职业和岗位，是切实以社会就业为导向、以职业分工

为目的的。

（3）知识能力结构—具备复合型人才培养特征

从真实岗位人才的培养需求来看，高等中医药职业

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具体化职业岗位必须紧密挂钩。

通常，不同岗位对人才的培养标准都不尽相同，高等中

医药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求：

首先，职业人才要具备专科以上文化水平，达到综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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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基本素养；其次，要有相应的中医药理论知识与一

定的实践应用能力；最后，要有适应对应职业和岗位，

包括其他相关岗位群所需的综合性职业能力 [2]。这样才

能被认作是复合型知识能力的职业人才。而此处所指的

“复合型”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学生具

备多元性的知识能力结构，区别于一般学科或专业组织

结构，形成多学科交叉、跨专业重叠的知识能力；另一

方面指的是知识能力结构的不固定性，知识要随着具体

的职业岗位能力需求变化而变化，但其中作为核心能力

的中医药知识技能的变动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其职业拓

展能力也就是综合职业能力会随之社会需求而不断变化。

2、培养目标类型及倾向

结合职业行为特征来看，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培养

目标可划分为生产技术类、服务操作类以及经营管理类

三种类型。比如从中药类专业分析，中药制药工艺、中

药制药工程技术、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等这些都应归纳为

生产技术类，体现出“以事为主”的特征；药品质量、

药品营销等则应归纳为经营管理类，体现出“以物为

主”的特征；中医药医疗、中医药护理保健等则被归纳

为服务操作类，体现出“以人为主”的特征。之所以这

样做出类别划分，主要还是就职业岗位的不同而确定的，

所反馈的是不同培养目标类型的差异性需求，但总体目

标还是要面向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医药生产经营企业

等领域相关行业培养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服务与管理

能力的全面型人才。其次，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培养目

标还需要重点考虑面向农村和群众以及中医药产业，通

过中医药知识与技能为人民的医疗健康保驾护航，为社

会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避免产生重医轻药、

重治轻养的倾向性错误，促使高等中医药教育下的培养

目标更具领域拓展性能力，为社会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

提供更多服务效益。

二、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专业规划的原则

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中医药教育二者相

互区别性又分别互补，合力构建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中

医药教育教学体系。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应从结合自身

本质秉持中医药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同时要能真实反馈

出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最主要的是要能科学合理规划

专业的课程建设，充分体现出专业特点及培养目标，要

能从实际的市场资源配置需求出发，构建全面综合的专

业课程体系，深入探究专业设计的原则及标准。

1、行业性原则

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应遵循必须的行

业性原则，也就是要明确自身所需服务主体在市场领域

中的定位，不仅要主动跳脱出原来传统行业的办学模式，

还要合理选择自身所需服务的合适范围，继而能够做到

进退有余。从如今医学教育发展形势来看，培养高学历、

宽口径、厚基础的医学专业人才必然普通高等中医药教

育的主要发展方向；而培养医疗卫生行业的辅助人才、

医学技术操作人才、医学护理人才、药学等相关人才则

主要是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的使命 [3]。为有效扩大教育

发展及社会服务能力，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需要将教学

侧重点更多的放在医药生产经营、医药销售流通、医疗

器械设备制造等这些与医疗健康有关的领域上，主动与

医疗服务业、医药文化界、医疗保健业、中药资源开发

业等相关产业建立密切沟通及协作。

2、区域性原则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中的一大重要门类，应

主动立足服务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充分展示出自身

在地方教育上的特色及优势，主动与相关部门建立密切

沟通，起到为社会基层服务的作用，努力为地方医疗事

业培养更多适用的复合应用型人才。通过地方教育部门、

区域卫生人力资源的指引，科学合理性的设置专业，规

划专业教学的规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乡镇

农村地区对于中医药人才的需求量仍将居高不下，尤其

是一些贫困偏远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要达到专科层

次性人才的全面普及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鉴于各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他们对于中药资源开发、中医

药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有对于中医药人才的现实需求在

类别、结构以及数量上都会存在明显区别，因此高等中

医药职业教育应充分迎合地方社会发展需求而规划合适

的教育培养方向和目标。

3、开放性原则

以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使其能够快速适应和

满足职业岗位需求，高等中医药职业教育需要构建一个

灵活开发性的专业体系结构，要从高等普通中医药教育

的系统性、程序化的严格框架中跳脱出来，尝试采取与

之不同的窄口径、多规格、小型化、广适应的模式构建

专业门类及课程体系，因为宽口径、厚基础更偏向于学

科研究性人才的培养，而窄口径、广适应则更适合综合

职业化人才的培养，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同

特色 [4]。比如中医针灸可开设“针灸推拿专业”，将原

先的人才培养标准从针灸医师降低为针灸助理师，减少

理论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尽量缩小在临床方面的学习范

围，集中培养学生的针灸技术，这样针灸推拿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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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学习的知识口径相应变窄，而自身专业技术能力反

之提高了，这也就促使他们进一步增强了就业适应性。

在临床教学指导之下，以针灸技术为特色的医学生可广

泛参与医疗辅助、医疗护理及康复治疗等多岗位工作，

这也就拥有了社会就业的高度适应性。作为一种培养复

合应用型人才的短学制教育模式，此种多规格、小型化

的培养目标是完全贴合于市场需求的，能够形成市场快

速反应机制，是开放性专业教学体系的又一个主要特

征。

三、总结

总之，为不断提升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

中医药教育是其中不可获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高

等中医药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中医药开发生产、经营销售、

服务管理等有关产业的技术类人才，必须要在确定培养

目标的基础上以市场就业为导向，大力培养中医药领域

及有关行业职业岗位上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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