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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模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教育模

式不再完全适用，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提出的“守正创新”要求，本文对该思想指导下的高等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建设及其人才培养方面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思考，建议性地从平台建设、特色建设、课程设计、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人才

培养的思想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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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a set of systematic models has been form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
sional talent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time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licable, and the cul-
tivation of talents specialized in integra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s facing some new prob-
lem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keeping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clearly put forward by Gen-
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pa-
per systematically think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its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ideology. 
The ideas and paths of talent training are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platform construction, character-
istic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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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经数十年的蓬勃发展，中西医结合专业已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有特点的优势专业，在临床各科的实

践中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人才培养，所以中西医结合教育具有十分重要

的战略地位，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探索至关重要。纵观我国当前的高等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其在中西医结合培养领域，尽管持续开展着改革和探索，但当前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特征，明确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为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指明了

崭新的发展道路。本研究经过专家组论证和对本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进行实践与调研，深入思考了基

于“守正创新”思想下的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法与优势，现简要介绍如下。 

2. 何为中西医结合“守正创新” 

2.1. 守正创新思想的源头  

党的十八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明确提出“守正创新”的要求，

针对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党的自我建设做出新的论述，引领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新的局

面。守正创新包含“守正”与“创新”两个方面。“正”即正道，是事情的本质和规律。“守正”就是要

遵从正道，按正确的规律做事。“创”即创造、改变，“创”的目的在于“新”。“新”，即新的认识和

实践成果。“创新”是指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创造性认识和实践以获得新的认识和新的实践成果。习近

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1]：中医学承载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保健养生理念与实践，是中

华文明发展的一大瑰宝，凝聚了我国人民与民族的博大智慧。新中国建立至今，国家中医药事业已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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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成果，为提高中国民众身体健康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遵循中医的发展规律，

继承精髓，守正创新，加速推动中医药产业现代化，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与西医药的互相补充、

协同发展，促进中医药事业和产品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走向世界，进一步发挥中医防治疾病的特色

和优势，为构建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2. 守正创新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解读  

基于“守正创新”的思想，“守正”当为坚持以中医为主，发挥中医优势特色，“创新”当为充分借

鉴和运用现代医学知识，更准确地扩展中医学的内涵和外延。中西医结合既不同于西医也不同于中医，是

取西医与中医的精髓而建立的全新领域，中西医融合也是中医药与西医药发展的新趋势。陈宝贵院士认为，

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以人为本，即以中医学的原创思维为依据，以疗效为核心，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的方式评价中医，从而形成中西医综合评估系统，如此就可以促进中西医结合更进一步发展。中

医的“守正”，可以追溯至经典与经方，以及我国漫长历史中流传至今的传统医术[2]。这些都是前人经验

的保留、总结与发扬。守中医的“正”，就是要使用传统理念，将经典与经方运用到现代临床环境中。需

要注意的是，“守正”并非固步自封，不可一味固守传统放弃变通，亦不可止步于经典而拒绝与时俱进，

如此就不再是“守”，而是一种消极退步，并不能更好地继承、发展传统医学。“创新”并不是单纯地将

中医“西化”，而是需要在原有的传统医学基础上，汲取西方医学中与中医学相辅相成的新思想，将之融

合于传统中医学观念和现代中医诊疗之中，从而开发出不抛弃常规，也不墨守成规的现代中医药诊疗体系，

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发展中医，把传统祖国医学发扬光大，并推动其与时俱进，走向世界。 

2.3. 将守正创新的思想运用于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中  

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科建设是国家贯彻“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工作基本方针的

具体体现，是由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系统相互渗透、补充、融合、促进而发展出来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专

业学科。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是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把“守正创新”的教育理念应用

到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培养中[3]，即以培养中西医理论基础和临床技能扎实、西医临床辨病与中医临

床辨证治疗水平较好、执业水平与研究能力较高的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基本目标，探讨和推动中

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相关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课程建设等的深入改革，进而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

的培养质量，对于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健康发展、改善当前中国医疗总体水平和医学服务水平，有着

重大价值。 

3. 为何“守正创新” 

3.1. 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现存的问题  

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建设，中西医结合专业为中国的医药卫生行业培养了大量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

为祖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4]，但在此进程中也逐步暴露出了中西医结合人才培

养方式的不足，如知识结构和人才培养方式单一、思想方法与培养理念模糊、综合技能训练质量不够高

等。在中西医临床医学的教学方面[5]，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教师和学生对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没有正确的

认识、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不合理、教学方法落后、临床操作技能缺乏、师资队伍建设不符合专业目标

等[6]。 

3.2. 基于“守正创新”理念培养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的意义 

从“守正创新”的思路上重新思考和改进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解决中西结合专业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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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守正创新”的思路在于坚持以中医为主，发挥中医优势特色，培养中

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技能扎实、西医临床辨病和中医临床辨证能力较高、执业能力和科研水平较高的复

合型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因此，针对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现有的问题，基于对“守正创新”的正

确认识，从平台建设、特色建设、课程设计、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质

量，是基于祖国医学发展规律的探索之路，是能够使祖国医学在时代的洪流中绽放光彩的必经之路。 

3.3. 中西医结合抗击疫情是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在新冠疫情这个波及世界的重大公共安全的威胁中，中医药早介入、早使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国在疫情初期采用“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药并用”的治疗方案，体现了“中国智慧”，向

国际贡献了中国经验，助力抗击疫情，帮助新冠患者恢复健康。针对这次疫情，我国中医药管理局首次

成功建制派遣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方舱医院和重症病区；中医医生们基于温病学说加以创新，推出了

临床疗效比较明显的“三药三方”，在湖北主战场上，中医药应用的覆盖面已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并取

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在诊疗过程中强调中西医融合，中西医全程结合巡诊和查房，起到了中医学与

西医学优势相互叠加的效果，明显地提升了重症救治疗效[7]。在新冠防控中，处处表现着中西医结合的

优势，2020 年 6 月习近平在与专家学者的讲座会上表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

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中西医助力抗击新冠疫情清楚地阐述了我

们必须培育复合创新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病的研究人才，努力打造富有我国特色的医学力量，坚持不懈

地开展中西医并重或中西医结合的防控研究[8]，促进中医药和西医药的互相衔接、协同发挥，走富有我

国特色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疾病防治道路。 

4. 如何“守正创新” 

4.1. 平台建设  

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拥有扎实的中西医理论基础，较高的西医临床辨病和中医临床辨证能力，较强

的职业能力和科研能力，极具创新潜力，是祖国医学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是能使中医在全球化背景

下大放异彩的重要保障之一。因此，有必要对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积极的实践。一

个优质的平台是培养人才良好的土壤，鉴于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平台建设应重视重

点学科建设、重点专科建设、临床教学建设、实训中心建设、科研实验室建设、学术论坛搭建等多平台

建设。中西医结合专业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的建设有利于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从而

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重点学科专科建设要以高质量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

优化调整培养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引进先进人才，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

临床教学中，要在传承中医学望闻问切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并利用现代西医学诊疗手法，进一步拓

展中医学对临床病症的理解，包括利用影像学、病理学、临床检验和物理诊断等手段拓展中医学四诊的

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医到西医进行互补与融通，以进一步打通中西医结合之间的壁垒，做到中西

贯通。在教学实践中，学校可以借助该校附属医院的教学资源建设中西医结合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以强

化学生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和能力培养，并积极开辟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学平台，形成临床实践的新

模式。在科研方面，以培养学生以中医理论为主的创新意识为核心，注重中西医学术间交流与团队协作，

完善相关学术交流平台。学术讲座作为高校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承担了在高校第一课堂之外拓展大学

生的学术视野、补充学生的专业知识、完善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等多种职能。针对中西医结合专业的

特点[9]，同时展开中医和西医的学术讲座，不仅能在中医和西医两方面提升学生的思考深度，还能够拓

宽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创新的灵感和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91615


邹伟 等 
 

 

DOI: 10.12677/ae.2024.1491615 31 教育进展 
 

4.2. 特色建设  

通过近几十年的摸索，中西医结合在本科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符合自身专业特色的教育模式，即“两

个基础，一个临床”，并在此基础上为社会培育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教育与管理等专业学科

的人才。但随着对中西医高质量人才的需求[10]，随着对中医药认识的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大提出“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将对中医药的认识提升到了中国古代科学瑰宝的水平。在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方面，

我们也应该从中吸收养分，以便于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特色建设就是要突出中医理论为主导，

体现中医诊疗特色与优势，利用现代西医学诊疗手段，延伸中医对临床疾病的认识。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

目前面临知识结构单一、培养方法简单、培养观念模糊、综合技能训练不够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对

中西医结合内涵的准确把握，若是以“守正创新”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中医为核心，充分利用现代医学扩

展中医的内涵与外延，便可以为人才培养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为解决知识结构单一、概念模糊等

问题提供切入点。 

4.3. 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的教师主要以中医学专业、西医临床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研究生留校任

职的居多[11]，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中西医结合教师队伍。所以教学模式上仍是中西医分离的状

态，在中医方面只教授中医学理论知识，而西医方面则只教授西医药理论知识。但如果要真正地实现中

西医相结合的教育，则需要在教学上将中医和西医两个学科结合起来。对于教师而言，就需要先要学会

中药与西药两套基本理论知识，并能够把二者的思想有的放矢地融会贯通，在教学的时候实现高屋建瓴，

使专业知识化繁为简，如此不仅让学生既了解中药理论知识，也学习西药理论知识，使学生有意识地将

两者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临床思路，使学生对中西医结合课程形成强烈的兴趣。这是培育

高质量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关键所在。为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守正创新”，学校还需要建立起具有

专业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师资联盟，提高教师中医药理论素养，培养教师中西医理论衔接贯通的能力，在

必要时吸纳国内外高素质人才，进一步完善并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质量[12]。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对

中西医结合领域优秀专业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以造就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西医结

合学术带头人。怎样把中医与西医两种科学有机的融合，优势互补的去处理临床的问题是教师队伍必须

考虑的课题，也是中西医结合学科教师队伍培养的核心所在。 

4.4. 课程建设  

中西医结合专业课程设置合理与否不但关乎到中西医结合人才的综合素质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还关乎着中西医结合临床领域未来的发展前景。鉴于当下的教育模式，没有真正实现中西医学理论

融合教学。所以，在提升师资队伍及教学质量的同时，为反映中药和西药融合的必要性和其“守正创新”

的基本思路，应当建立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中西医结合与临床之间的中西医结合桥梁学科，配备相对

应的精品教材，从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及学习方法上帮助学生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互补，推进“守正

创新”宗旨下的教学建设，以培育德才兼备的中西医创新型人才。 

5. 结语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西医结合专业是祖国医学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而建立“守

正创新”思想上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在汲取西医优点的同时极大地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实现

真正的高质量的综合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守正创新”的理念下，实现良好的平台搭建，

鲜明的特色建设，雄厚而优秀的师资队伍建设，适应型的课程设计等，可以将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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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上，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不少难题，仍需要对人才的培养方法进行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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