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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传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益尝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医院校教育中

临床思维弱化、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本文以谢氏正骨的传承方式为依托，探索“导师制”模式促进中

医药传承与发展的方式。需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提升指导教师的教育质量，其次需要优化“导师

制”人才培养模式，最后需要提升“导师制”管理模式，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深厚中医

传统思维的中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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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neficial attempt to reform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inheritanc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
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has to some extent alleviated the problems of weak clin-
ical thinking and insufficient practical a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mentorship system” model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mode 
of Xie’s orthopedics. It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of the guiding teacher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mentorship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mentorship system” man-
agement mode, so as to cultivate Chinese medicine talents with rich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prof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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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是将中医文化视为薪火相传的主基调。自古以来，师徒相承模式是将中医理论和

技能教授传承发展的主要形式[1]，师承传授是以师带徒的方式，指导老师在教授过程中结合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达到传承中医技艺的目的[2]。为了让素质较高的、中医中药基本理论扎

实、临床思辨能力成熟、临床操作基本功过硬和创新能力较强的中医中药后备人才不断涌现，眉山市中

医医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在中医中药人才的培养中重视中医特色教育，同时，将中医传统师承模式进

行变革，以“导师制”为抓手，将眉山市中医医院数代谢氏正骨人在不断的传承与发展中积累形成的中

医特色经方、临床经验、辨证思维、临床技法、诊疗特色等成体系地融入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同时，谢

氏正骨流派在人才培养中还特别注重传统中医中药文化的学习，注重对包括四大经典在内的中医经典的

研学，尤其注重在师承导师引导下，对中医骨伤经典的研读与探讨，回归经典，扎实理论基础。谢氏正

骨流派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上，将中医中药传承发展特点与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在自身的理念以及教学制

度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与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纠错，最终形成了尊重中医传统、科学的、符合

流派发展需求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 

2. 提升谢氏正骨“导师”教育质量 

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就有跟师学习的传统，很多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通过跟师的

方式得以继承和发展，有效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传承。通过师承学习，继承人全面继承整理了老中医药

专家的学术经验，使其中医药理论根基得到强化，实践技能得到提升，传统文化和人文素质得到升华，

也为其成长为中医药学术传承与发展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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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谢氏正骨指导教师的临床能力和教学质量，首先要严格遴选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除具备丰富

的谢氏正骨临床经验和教学能力外，还需具备较深厚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素养、深厚的中医药经典知识。

因此，担任过省级及以上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的校内(包括附属医院)指导老师可优先遴选为师承导师。为

扩大导师遴选数量，在全省中医药系统内，按照“理论与业务并重”的原则，进行谢氏正骨导师遴选，

打造一支中医药基础理论厚重、临床技能突出的指导教师队伍。其次，我院积极鼓励和引导谢氏正骨

教学团队继承谢氏正骨学术思想、提高中医思维能力与诊疗水平。引导广大教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与中药相结合，现代与传统相结合，开展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研究，提升自身

业务水平。 

3. 优化谢氏正骨“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 

谢氏正骨流派的“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符合传统中医学教育的要求，通过五年制本科学习，完

成本科阶段中医人才的塑造。在此基础上，谢氏正骨流派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中医中药的热情，中医源于

中华传统文化，流派也重视培养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力争引导学生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理

解中医、思考中医、进而形成自己的“中医观”。担任“导师制”中导师的角色，需要引导学生进行中

华传统书籍以及中医古籍的学习，阅读经典、理解经典、在经典中创新。医学的本质最终是回归到临床，

谢氏正骨流派的“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尤其重视学生临床疾病辨识能力、辨证论治思维、拟方用药经

验、中医临床技法的培养，避免学生重理论、轻临床，成为脱离临床的理论家。谢氏正骨流派的“导师

制”人才培养模式从临床实际出发，针对现行的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大胆开创拓新，在“导师”参与

下，引导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在大量临床学习中总结提升，形成自己的临床思维。针对学

生临床能力的提升，谢氏正骨流派的“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出一系列措施，积极引导学生入校起

就接触临床，在非实习阶段的寒暑假进行假期临床见习，让学生能尽早接触临床、熟悉临床，在临床中

不断打磨自己。针对见习学生的培养，临床导师需要有“度”的把握，避免将远超学生接受能力的临床

经验过早地教予学生，拔苗助长。从第 3 学年起，通过导师与学生的双向选择，导师与学生搭成对子，

同时签订带教协议，协议要求学生在门诊跟师进行学习，同时要求导师在门诊期间全方位引导学生对临

床能力的提高[4]。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协议为学生制定了具体的文字材料要求，督促学生主动参与到临

床。要求学生通过读书笔记形式记录整个临床跟师期间的学习心得与体会，一共需要完成 6~10 篇读书笔

记，且均需要师承导师签字认可。在跟师门诊学习的次数上，同样对学生作了要求，要求学生利用课间

之余，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协议导师的门诊学习或是在住院病房的学习，累积学习次数不少于 70 班次。同

时，需要文字形式记录自己每次跟师的经验体会，可以是老师的辨病论治理解、或是老师拟方用药的临

床逻辑、也可以是对一段时间内某一病种的临床体会。谢氏正骨流派以中医人才培养传统与逻辑为出发

点，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导师制”的传承模式，通过搭对子的方式，导师与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导

师也能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质，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因材施教，学生也能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导师，

通过导师的引导，初步建立中医学从理论到临床实践的体系，这对学生以后的临床思维的完善是非常重

要的。 
与此同时，遴选出的指导教师需要全程指导学生进行临床思维、临床技能、临床知识培养。每名导

师所指导的学生总数为 3~6 人。每学期导师至少与学生见面 8 次，每两周不少于 1 次临床随诊。 

4. 提升谢氏正骨“导师制”管理模式 

建立具有专业特色的考核评价标准是培养中医传承人才的基本保障。完善科学的评价指标，使传承

模式能够真正符合中医人才成长规律、中医学术传承规律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健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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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传承教育的制度，实现中医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每学年参加对学生和指导教师进行年度考核活动，对学生的考核不仅仅包括理论知识笔试，更重要

的是对临床技能的考核，形成基础理论考核、临床实践能力考核相统一的考核体系，通过严格考评，保

证培养质量[5]。对指导教师每学年开展工作考核时，将受指导情况记录本交所在学院，作为学生考核和

导师考核的依据。学院对导师的工作量给予认定和一定的经济补助。 

5. 结语 

中医药教育应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以中医药内容为主，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注重中医药经

典理论与中医药临床实践、现代教育方式与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6]。通过“导师制”传承谢氏正骨的理

念与技能有利于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支持。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医学实践。做好中医药的传承工作，

对于保护人民健康、促进文化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一些落实中医药传承工作的建议： 
1)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可以从根本上提升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意识，提高人

们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定期举办中医药文化讲座、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推广中医药传统疗法

等方式，加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2) 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传承工作的核心。中医药人才培养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要

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也要掌握中医药的传统理论和技能。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训练，培养一批有素养、

有技术、有水平的中医药人才。 
3) 发挥基层医疗的作用：基层医疗机构是中医药服务的基础，应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的

能力，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同时，可以引导患者就近就医，避免过度医疗，节约医疗资源。 
4) 加强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普及：中医养生保健是中医药的重要应用领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普

及。比如开展养生保健讲座、宣传养生保健知识、推广传统养生保健方法等，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养生

保健的知识和方法。 
5) 加强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中药材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和

指导，可以提高中药材的质量和产量，保障中药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 
总之，落实中医药传承工作需要从思想、行动、政策等多方面入手，营造良好的传承环境和社会氛

围，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传承方式和方法，提高传承工作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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