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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简称专硕)与住院医师规范化的“双轨合一”培养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必然趋势，大

大地提高了培养成效，学生的临床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在较为繁重的临床学习任务中极易导致科

研能力培养的不足，通过探讨“双轨合一”培养后专硕在科研能力培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以问题为

导向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专硕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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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ndardized “dual track integration”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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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ed to as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and resident physician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clinical abilities of students. However, in the relatively heavy clinical learning tasks, it is easy to 
lead to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cultivation. By exploring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cultivation after “dual 
track integration” training,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problem,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professional master’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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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医科背景下，国家对医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发展创新型、科技型、综合化的医

学教育，培养精医学、懂科技的卓越的研究型人才[1]。目前，随着医学与工科、理科、文科等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新医科迅猛发展，推动了新一轮的医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2]，对新时代医学研究生

的科研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硕)的培养模式不同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专硕主要以临床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学习及基本技能培训为主，对科研方面的培养微乎其微，这值得引起教育工作者的注意[3]。
科研能力在医学研究生学习阶段以及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不但能揭

示疑难杂症发病发展机制、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推动医学进步，同时也能改善临床诊疗手段。本

文就目前医学专硕士教育在学生科研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做一总结，以期为以后医学专硕

科研能力培养提供依据。 

2. 新时代背景下临床医学专硕生科研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2.1. 学校及教学医院重视不够 

目前，国内高等医学院校对于临床专硕生的培养主要关注临床思维、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缺乏科

研能力方面的锻炼[4]。而地方院校医学院的科研教育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尚未将

临床专硕研究生的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有效结合。再者，国内医学领域中很多人却存在一种偏见，

就是临床医生不需要搞科研，能解决患者疾苦的医生就是好医生[5]。甚至于一些导师也没有认识到科研

能力是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体现。 

2.2. 科研氛围欠佳 

相较于医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硕)培养，专硕的培养要求更加复杂和繁重。除了要进行基本的临床

知识理论学习，还得进行临床技术训练，并且还要完成住培轮转、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加之完成

科研课题、撰写学位论文，其工作时长及强度均显著增加。致使专硕生周围科研氛围不浓厚[6]。建议医

学院校及教学医院在专硕生设计课题方面合理安排，引导和帮助学生发现临床问题、凝练科学问题、设

计研究方案、高质量实施科研、提升科研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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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培养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医学生培养体系还相对不完善。“双轨合一”体制下要求专硕生至少“33 个月”的临床科

室轮转[7]，极大削减了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时间[8]。另外，即便院校设置了科研能力培养相关课

程，可对于如何培养科研思维，掌握科研操作、方法及统计学软件等课程少之又少，不足以使学生完全

理解科学研究的真正意义[9]。再者，参加住培的学员来源多样、背景复杂，包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

科学、儿科学、放射医学、检验医学等多个专业，这对于“双轨合一”模式的科研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

是一大挑战[10]，如何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课程内容及评价体系也是摆在专

硕生规培面前的一大难题。 

2.4. 专硕生对科研能力培养认识不足 

科研意识是科研素养的基础。伴随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

景下，科研素养也越来越重要，因此临床医学专硕生应及早认识到科研对医学发展及自身职业长远发展

的重要性[11]。由于医学课业繁重，多数同学将精力和时间投放于医学授课内容的消化和复习上，以及临

床技能的操作和训练上，致使大部分医学专硕生对参与科研创新活动热情不高、积极性较差，科研活动

参与度低，对科研能力培养认识不足[12]，专业文献资料阅读较少，无法对专业领域内的新进展进行定位，

更无法形成良好的科研思维。 

3. 针对新时代背景下临床医学专硕生科研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3.1. 加强培养单位重视程度 

针对学校及教学医院重视不够的问题，需要从医学院校、教学医院层面顶层设计好医学生科研培养

的模式，提升导师的科研能力水平及认知，并将科研能力培养纳入医学专业整体培养体系及规划中[13]；
另外，要为专硕生科研能力培养配备想对应的科研经费、实验场所、实验设备等，针对专硕生设置科研

课程，并定期进行考核，考核形式应采取多元化，如针对发现的临床“卡脖子”问题进行课题设计，PPT
展示，实验结果阶段性汇报等。 

3.2. 集体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 

在大环境中集体营造浓度的科研氛围，即要大力培养专硕生的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培养更多在于研

究生本身内驱力的驱动，导师在临床带教过程中要针对科研能力培训时专硕生可能会出现不适应、态度

消极现象要做出积极的鼓励和正确的引导[14]。其次，带领学生从临床中提出科研问题，用科研解决临床

问题，认识临床工作中科研意识培养的重要性，才能尽快适应新的带教模式。最后，让学生不断进行科

研攻关，逐步解决临床方面尚存在的一些瓶颈问题。临床方面的“卡脖子”问题根深蒂固，需要研究生

多涉猎不同领域知识，联合多学科逐步开展攻关。只有这样，医学才能不断前进。 

3.3. 健全培养体系 

针对培养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医学院校及教学医院首先优化专硕生临床轮转计划与课程安排，指导

其高效利用有限时间，从时间上保障临床工作与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其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

量身定制个性化科研培养计划，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术热情[15]。 

3.4. 全面培养专硕生科研思维 

带教老师在传授临床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操作的同时应加强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科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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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早期培养专硕生的科研思维，有助于加强他们对临床问题的深刻认识。科研思维的建立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医学本科生需要不断充实自己，从而更好地培养科研思维。传统

的医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对科研思维培养不够，创新力不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医学教育改革的新浪潮[16]。
医学研究生们虽然掌握了大量医学知识，但是对疾病的发生机制等基础医学领域不甚了解，尤其不能对

临床疾病展开科研思考以获得医学知识更深层次的理解。长此以往，缺乏科研思维不仅限制了学生们的

个人长期发展，甚至阻碍了全社会医疗水平的提高。 

4. 总结 

在当前医学生“双轨合一”的教育模式下，要达到临床与科研兼顾，首先要做到教育工作者重视科

研教育。其次，在集体努力下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再者，建立健全科研能力培养体系是提高临床医学

专硕生科研能力的根本保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时刻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使其拥有自主科研创

新能力。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可以做出更辉煌的成绩，为我国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临

床及科研均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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