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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中医流派传承模式的不断探索，是中医流派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以介绍谢氏正骨流派在自

身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承模式，探讨传承模式对中医流派发展的影响。基于以下几点：首先需要强化流

派“导师”团队建设，其次需要优化流派内部人才培养模式，最后需要完善流派传承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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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is a 
necessary path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This arti-
cle introduces the inheritance model gradually formed by Xie’s Orthopedic School in its own develop-
ment,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heritance mode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
icine school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ntor” team of the school.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tal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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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chool.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chool inheritanc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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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谢氏正骨疗法”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数代“谢氏正骨人”的努力，谢氏正骨流派在

不断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医界自古有师承教育的传统，许多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

想和临床经验通过师徒传承得以延续和发展。“谢氏”通过将中医传统师承模式发展应用，大大促进了

流派技艺的传承与更新，同时，也为流派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强化流派“导师”团队建设 

2.1. 导师选拔机制 

建立严格的导师选拔标准是确保流派技术传承质量的核心环节。“骨伤”作为一门兼具传统医学精

髓和现代医学要求的学科，对导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导师不仅需要具备精湛的技术，还需

要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卓越的教学能力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因此，制定一套科学、全面、可操作的

选拔标准，并通过严格的考核与评审机制筛选出合格的导师，是保障技术传承效果的关键。谢氏正骨流

派严控师承导师选拔机制，制定了理论与临床并重的导师考核与评审体系，从包括学历与专业背景、专

业技术职称、学术成果等多个方面对导师进行筛选评价，旨在确保选拔过程的严谨性和公正性。同时，

谢氏正骨流派重视师承导师的带教能力，通过对师承导师的教学经验与资历、教学方法与效果、既往学

员评价与成果等多方面的考核，为师承导师带教能力进行综合评估。过硬的教学能力也是谢氏正骨流派

选拔导师的重要标准[1]。 

2.2. 导师培训与提升 

为了进一步提升流派内部导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保持流派专业技术理论与实践更新，流

派会定期组织相关师承导师参与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会议、技术培训课程以及专业研讨会等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流派内师承导师能够及时了解行业前沿动态，掌握最新的专业技术理论和实践方法，还

能与国内外同行深入交流，拓宽学术视野，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同时，谢氏正骨流派积极鼓励导师开

展学术研究，支持其参与各级别科研项目，撰写学术论文，探索谢氏骨伤技术的创新路径。通过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推动谢氏正骨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优化，确保其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并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2.3. 导师团队结构优化 

谢氏正骨流派重视优化导师团队的组成结构，始终着力构建一个由老、中、青三代导师组成的多元

化、有梯度的团队，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梯队式传承体系。这种结构不仅有助于确保专业技术和

临床经验的连续性，还能促进不同年龄段导师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年轻导师可以从资深导师那里汲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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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临床经验和教学技巧，快速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资深导师也能通过与年轻导师

的交流，及时了解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和技术创新，保持自身的知识更新与学术活力。这种双向的知识

传递与融合，不仅能够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还能有效推动医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医

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此外，这种代际间的合作模式还能够激发创新思维，促进传统医学经验与现代医

学技术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取得更大的突破。 

3. 优化流派人才培养模式 

3.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谢氏正骨流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理念。学员不仅需要系统学习谢

氏正骨的理论体系，包括其历史渊源、核心原理、操作规范以及适应症与禁忌症等理论知识，还需要通

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来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这一传统医学技术的精髓。流派在发展过程中，与市级三甲医

院骨科逐渐实现融合发展，借助三甲医院的临床平台，为流派内骨学员提供了丰富的、质量保证的临床

实践机会，确保学员能够将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临床操作能力。在谢氏临床实践基地中，学员可以在资

深师承导师的指导下，亲身参与患者的诊断与治疗过程，从实际病例中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技术

水平。同时，实践基地也会定期举行如模拟训练、案例讨论、多学科协作等多种模式的教学活动，进一

步拓宽学员的专业视野，帮助他们在复杂多变的临床环境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增强学员的综合能力，还能为谢氏正骨流派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确保谢

氏正骨流派技艺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继续发扬光大[2]。 

3.2. 个性化培养方案 

谢氏正骨流派在学员的培养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多样化背景和学习能力的差异，制定科学合

理的个性化培养方案，以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和路径中高效成长。对于已经具备医学基

础知识的学员，由于其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基础理论，可以适当加快理论学习

的进度，将教学重点放在谢氏正骨技术的核心理论和操作要领上，同时通过高强度的临床实践训练，快

速提升其临床操作能力和应变水平。这类学员可以更多地参与复杂病例的诊疗，甚至在导师的指导下独

立完成部分操作，从而加速其技术成熟的过程。 
而对于初学者或医学背景薄弱的学员，则从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入手，循序渐进地引导其进入谢氏正

骨的学习领域。首先，通过系统的课程讲解，帮助学员掌握中医基础理论、骨骼解剖学、经络学等基础

知识，为其后续的技术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后，再逐步引入谢氏正骨的操作手法和技术要点，

并通过模拟训练和简单的临床实践，帮助学员逐步熟悉和掌握基本技能。在这一过程中，导师需要给予

更多的耐心和指导，确保学员能够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稳步提升技术水平[3]。 
通过这种因材施教的培养方式，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位学员的潜力，还能确保不同背景的学

员都能在学习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种个性化的培养模式，既体现了对学员个体差异的尊重，

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为谢氏正骨流派的传承与创新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这种灵活

的教学方式还能够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增强其学习动力，从而为谢氏正骨流派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谢氏正骨流派经过不断的传承发展，目前设置了 1 个传承基地，17 个传承工作站，其中包括

一个国外传承工作站。 

3.3. 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结合 

谢氏正骨流派在学员的培养过程中，积极引入现代医学技术和科技手段，以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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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并帮助学员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流派技艺的原理与应用。如现代医学的影像学技术是骨伤诊治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结合现代医学中的影像学技术(如 X 光、CT、MRI 等)，学员可以通过直观的影像资

料，清晰地观察骨骼、关节、肌肉等结构的形态与变化，从而更好地掌握流派技术的适应症、操作要点

以及治疗效果评估方法。同时，解剖学知识的融入能够帮助学员从微观层面理解人体结构的复杂性和正

骨手法的科学性，为其技术操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学员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己的

临床阅片技巧。 
通过将现代医学技术与传统正骨技艺相结合，不仅能够提升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还能推动

谢氏正骨技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与发展。这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教学模式，既保留了谢氏正骨技术

的精髓，又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学员能够在掌握传统技艺的同时，具备现代医学的视野和思维方式，

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医学发展的需求。此外，这种教学方式还能够增强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感，为其

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为谢氏正骨流派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复合型的

专业人才[4]。 

4. 完善传承管理制度 

4.1. 传承人认定与考核制度 

为了确保谢氏正骨技艺的纯正性和有效性，流派建立了一套科学、系统且完善的传承人认定与考核

制度。首先，在传承人的认定过程中，同样设立了严格的选拔标准，涵盖技术能力、理论知识、实践经验

以及职业道德等多个维度，确保每一位被认定的传承人都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其次，

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机制，定期对传承人进行技术水平和传承效果的评估。考核内容不仅包括对传统正骨

手法的掌握程度，还应涉及对现代医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以确保传承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能够

与时俱进，提升技术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此外，考核结果应与传承人的资格挂钩，对于未能通过考核的

传承人，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改进机会，帮助其提升能力；对于长期无法达到要求的传承人，则应考虑取

消其传承资格，以保证流派技艺的传承质量。同时，流派每年会举行“拜师仪式”，增加流派传承的仪式

感，提升各传承人的归属感。 

4.2. 设立激励机制 

流派内部设立了传承奖励机制，对在传承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导师和学员给予奖励，激励更多中医人

才参与到谢氏正骨流派的传承工作中。同时，鼓励传承人进行技术创新和学术研究，推动流派的发展。 

4.3.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谢氏正骨流派注重对流派技艺传承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包括申请专利等多种方式，保护谢

氏正骨流派的独特技术和品牌，确保其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不受侵害防止技术外流和滥用。 

5. 结语 

“谢氏”作为众多中医流派中特色鲜明的一支，在中医正骨技术方面提出“渐进式骨折捏微整复”

的学术观念；对筋骨痹痛提出“治痹重在温通、治痛以温、以温补虚；热证用灸、以温为泻；灸能祛瘀、

亦能接骨；天人相应、顺时而灸”的学术观念，发明了大面积艾绒温灸器、九宫灸、督脉灸等；在骨关节

疾患的中医微创方面提出“针刀刺骨、筋经松解”的施术方略，创新使用现代关节镜技术及肌骨超声技

术实现针刀微创技术的精准治疗；在中医骨伤康复治疗领域提出“个性化、一体化”“大骨科、大康复、

康复前移”的创新理念。谢氏正骨流派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乎一门技艺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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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化导师团队建设、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传承管理制度，

有效促进了谢氏正骨流派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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