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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规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教学管理研究
秦 帅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内分泌科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为了促进我国临床医学事业快速发展，培养大量具备专业能力且综合素质较高的医学人才，我国对教育体制进行了

不断的改革，将培养临床研究生这项任务与工作融入到现行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体系中，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采用“双轨

合一”的教学方法。科研工作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研能力、及水平的高度直接体现出我国的医学

水平，但实际情况是学生们的科研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为此，在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对教学课程进行合理设置，建

立高水平的教师团队，对教学资源进行不断挖掘与拓展，并结合实际建立相应的学术交流平台，使得学生们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到

各类科研项目中，实现教学管理的有效优化，从而增强学生们的科研能力，推动我国临床医学事业高速、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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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China and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talents with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high comprehensive quality, China has continuously reformed the educ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the task and work

of training clinical postgraduates into the current standardized training system for residents, and adopt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wo-track

integration"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Scientific resear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cal caree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level directly reflect China's medical level, but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that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eaching courses reasonably, establish a high-level

teacher team,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expand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s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ity. It makes student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realizes effectiv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thus enhanc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rapi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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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家医学教育事业涵盖较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临

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与教育。为推动我国医学事业快速发

展，我国对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工作尤其重视，根据我国实际情

况对当前医学教育体制进行了有效、深入改革，其中临床医学

专业研究生的规范化培训工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体系中

最为重要部分，其对提升临床专业研究生理论知识水平、临床

综合能力尤为重要[1]。尽管这种人才培养、教育方式在实际应

用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提高临床专业研究生的临床业务能力，但

目前学生们的科研能力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通过规培研究生

虽可以增强实践操作能力，但也使得学生们参与科研培训的时

间相对较少，对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造成较大的影响。为有效

提高临床专业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就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

具体措施，比如不断增强学生的科研意识，对学生进行有效管

理，制定合理的学生培养与教育方案等等。

2 临床医学教育现状

为了对临床医学专业人才进行有效培养，满足我国医学行

业对临床医学人才的实际需求，在早年间就已经提出加强对临

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针。在实际的临床医院培养过程

中，研究生能够全面学习与临床医学有关的理论知识，临床实

践中不断的丰富自身的操作能力。但就目前实际教育体制而

言，研究生培养的方法与培养模式还不够明确，且相关经验还

比较少，需要相关人员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在临床

医学教育过程中，我国逐渐对教育体制进行了深入改革，将培

养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中的重

点内容，并要求在实际培养的过程中采用“双轨合一”的教育

方法，从使学生们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具备较强的临床操

作以及实践能力。“双轨合一”模式的应用可促使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目标有效实现，同时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还可以实现教育

资源的节约，防止教育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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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临床医学专业规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必要性

在我国医学事业飞速发展下，医学科研工作的开展与医学

事业长远发展息息相关，其不仅能促进临床治疗技术、治疗方

法创新，还可以提高临床疗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培养临

床医学人才有着极高的重视程度。结合当前规培教育实际来

看，临床医学专业涉及内容较多，专业知识相对复杂，因此对

学生的科研能力、临床能力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标准。临床医

学专业研究生的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我国医

学事业的整体水平，通过开展相关科研工作，增强临床医学与

基础医学的联系，科研成果在临床应用可进一步推动医疗模式

创新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规培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及

综合素质的高低将对我国医学事业未来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

响，从我国医学教育整体体系中可以发现，研究生在整个结构

体系中位于顶端处，其在科研工作中所获取的成果会为我国医

疗事业的发展提供较大的支持与帮助，科研成果在临床医学中

的应用，可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进而促进我国临床医学事业

高速发展[2]。

4 临床医学专业规培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

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普遍比较低，教学资源还相对较少，且学生

并未得到长时间的科研培养，导致学生的科研能力无法得到有

效提升，与此同时，在教学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培养管理措

施与方法还需进行优化、改善。

4.1学生科研能力较低

传统的研究生培养培养模式多重视临床能力培养而忽视

科研能力培养，广大医学院校一般先对学生们进行理论知识教

学，并在教学工作结束后实施科室轮转，随后才会对学生的科

研能力进行培养，在这种培养模式下，学生并没有大量的时间

参与到科研工作中，很难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从而导致学生

在正式上岗后并不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因此，在研究生培养

及相关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加强对学生们临床实践操

作能力的培养力度，同时还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时间

参与科研工作，才可以在保证有效提高学生临床实践能力、操

作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4.2教学资源不够丰富

要想有效提高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学生就应

当对专业知识、方法等进行全面学习，在科研工作开展的过程

中，课题的选择，数据信息及资料的收集、整合与分析，科研

成果的产生等各个阶段都需要有相应的科研方法的支持，在教

学工作开展时，教师需要根据教材内容对学生们进行有效指

导，帮助学生们掌握科研知识与方法，但从培养工作具体实施

情况来看，当前存在科研教学资源不足等问题，科研实验过程

中，实验设备、仪器以及专业教师均相对匮乏，对课题研究工

作的开展造成较大影响，导致学生参与科研机会较少，科研能

力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4.3科研培养时间较少

在对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进行培养、教育的过程中采用了

“双轨合一”这种模式，由带教老师与导师相互配合来培养研

究生的各方面能力，但是临床工作以及教学工作都需要消耗较

多精力、时间，使得教师对临床实践教学更加重视，无法投入

足够的时间对学生们进行有效的科研教育与指导。与此同时，

在规培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的工作比较多，主要包括查房、

病历书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参与

科研工作，且由于时间、精力大量消耗，学生对参与科研工作

并无太大兴趣。

5 提高临床医学专业规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有效措

施

为了促进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显著提升，在开展教学管理工

作的过程中，需要对教学课程进行合理设置，建立综合能力较

强的教师团队，积极挖掘并拓展教学资源，同时建立科研学术

平台，使得学生们有更多机会、时间与动力参与科研工作，学

习科研技巧、方法。

5.1对课程进行合理设置

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科研学习，

导致学生的科研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在

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对教学课程进行合理设置，并对各种类型

科研课程的学时进行合理的调整，使得学生有动力参与到科研

课程中，进而学习并掌握课题选择、课题研究、数据信息收集

等方法，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3]。与此同时，在科研教育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还需要将网络技术应用于教学中，将网络技术

的优势发挥出来，提高教学课程的网络化水平，让学生随时随

地的进行科研学习，增强科研意识以及科研能力，使其对科研

有全面的认识。

5.2建立高水平的教师团队

为了促使学生的科研能力有效提高，需要将导师的指导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在实际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临床导师应当与

科研导师之间相互合作，以实现对学生的有效教育与指导。临

床导师具有非常强的临床实践能力、操作能力，且经过长时间

的临床实践，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在学生进行临床实

践时对其进行有效的指导。科研导师在实际工作中应当加强对

学生科研素养的培养，使得学生充分掌握科研理论，让学生认

识到科研工作与临床之间相互协同的这一关系。在培养工作

中，科研导师需要引导并带领学生对课题进行选择，在选好课

题后，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同时向学生分享课题选择、

课题研究的建议与经验。对于研究生导师而言，其需要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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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思维进行重点培养，在科研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对学生

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与指导，增强学生的科研意识，培养学

生科研兴趣。导师需要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确定课题研究内

容与方向，并制定合理的科研方案计划，在科研工作开展的过

程中，学生需要及时将课题进展情况汇报给导师，导师结合实

际情况给出相应的建议、指导。除此之外，导师还应当鼓励学

生积极的参与到导师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中，让学生在实际参

与中了解更多与科研工作相关的知识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科

研能力。其次，导师需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使得学

生有效合作，例如，导师可以定期举办课题研讨会等活动，组

织学生参加到活动中，共同讨论与学习。

5.3拓展并创新教学资源

为了让学生学习并掌握科研理论知识及科研方法，需要对

教材进行拓展与创新，让学生自主的结合教材内容进行专业学

习。其次，为了让学生们积极参与科研学习，需要为学生打造

相应的实验室，为学生们进行科研学习、开展科研工作提供相

应的平台。实验室是学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的重要场所，是增

强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基础，因此，需要对实验室开放时间进

行合理安排，并配备好实验室设施，同时加强学生实验操作能

力培养。

5.4建立学术交流平台

通过学术交流可以使学生们对科研工作产生极大的兴趣。

对于导师而言，其需要加强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并根据学生

们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增强科研能力的方案计划，督促学

生们汇报科研工作进展情况，并为其提出相应的指导与建议，

与此同时，导师还需要为学生们建立学术交流平台，积极开展

研讨会等活动，促进学生们主动的参加到科研工作中。在当前

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下，导师在进行科研教学工作时，需要有

效利用微信群等各种平台，帮助学生们解决科研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并定期发布一些科研成果，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学

校需要对基础课程进行合理设置，使得基础课程更加完善，在

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不断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形成相应的

知识框架与体系[4]。学校还需要定期举办科研沙龙等活动，并

对活动质量进行严格监督，使得学生从学术活动中得到科研能

力的提升。

5.5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科研机会

在对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将科研

工作理论知识与科研项目之间相互结合起来，让学生们参与到

相应的科研项目中，利用自身的科研理论知识，从事相应的工

作，以此能够让学生们意识到科研工作的重要性，激发其对科

研工作的兴趣。学生们通过参与到科研项目中，并负责相应的

工作，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科研知识，累积更多的科研经验，从

而有效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当学生们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

时，就可以自主进行课题选择，并申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工

作，形成更多的科研成果。学校需要加强对临床医学专业研究

生的培养力度，使得学生们意识到科研工作在临床医学中的重

要价值，提高学生们的科研意识，促使学生们积极的为自己争

取到更多的科研工作的机会，从而有效增强自身的科研能力[5]。

与此同时，学生需要利用好闲暇时间，主动参与到科研课程、

科研活动中，学习科研知识与方法，使其科研能力有效提升。

6 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生是我国临床医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研究生的科研意识、科研能力会对我国临床医疗事业的发展造

成极大的影响，为此，必须要加强对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

养力度，在教学工作过程中，需要对教学课程进行合理设置与

改革，丰富并不断拓展教学资源，并采取各种方法为学生们提

供更多参与到科研工作中的机会，在实践中提高学生们的科研

能力，进而推动我国临床医疗事业高速、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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