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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特色培养模式的构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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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我国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暎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棳以医学

爱心教育为基础棳激发创新能力棳锻炼临床能力棳通过构建暟爱心棴创新棴临床能力暠三位一体的特色培养模式棳
终达到培养合格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目的暎
关键词暋临床医学椈专业学位椈研究生椈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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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科学学

位的新型培养模式棳不仅是我国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方式的战略性调整棳更是我国医学学位制度的重大

改革和创新暎但由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开设时

间仅有十余年棳其培养过程还不成熟棳其中存在的

各种问题或多或少的会对整个培养过程产生影响暎
本文通过对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棳
进一步说明构建爱心棴创新棴临床能力三位一体

的特色培养模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暎
棻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传统培养模式的现状

棻棶棻暋课程结构不够合理棳缺乏人文爱心教育

首先棳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日常教育本

来就存在教学任务重暍课程课时多等客观情况棳加
之医学高等教育工具理性暍技术理性观念的根深蒂

固棳因此导致了很多医学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出现了

医学及相关课程为主导的课程设置情况棳很少或极

少安排人文爱心方面的课程椲棻椵暎人文爱心教育的

缺失给研究生的成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棳不仅

直接强化了医学生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价值取向棳而
且使医学生缺乏爱心棳生活品位较低棳精神境界不

高暎
棻灡棽暋思维陈旧棳缺少创新意识

与国外许多医学院校的研究生相比棳我国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创新方面明显不足棳这均与

目前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关椲棽椵暎首先棳连续多年的扩

招政策棳使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数量逐年递

增棳各医学院校及医院的现有师资力量和导师数量

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充棳教学暍临床资源相对匮乏暎
现有导师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指导棳客观上导致了

一些低水平的科研重复进行棳无法为研究生提供创

新的平台棳从而使研究生对创新逐渐失去兴趣椈其
次棳在临床操作方面棳学校暍医院暍导师均不愿承担

开展新的诊疗方法所带来的风险棳对于疾病采用传

统方法进行诊疗棳数十年如一日棳亦不同意研究生

开展相关创新棳影响了研究生创新的积极性椈 后棳
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棳也是导致研究生缺少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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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重要原因暎
棻灡棾暋学术氛围不够活跃棳缺乏交流合作

部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缺乏对外交流棳
很少与国内外著名医学院校暍医院进行交流合作棳
信息沟通体制不畅棳不能充分了解医疗前沿知识棳
不能掌握 新医疗手段棳不能够将 新医疗技术应

用到临床椲棾椵暎长久以往棳使研究生只能按照导师要

求棳按部就班地完成导师布置的科研及临床任务棳
简单机械的完成并不是很前沿的课题研究和临床

治疗棳所做课题与临床治疗方法明显与前沿脱节棳
缺乏新意暎
棻灡棿暋过于强调基础研究棳操作能力得不到锻炼

作为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单位棳主
要应通过训练研究生的技能操作达到提高其临床

能力的目的棳进而为医疗机构输送高质量的临床医

学人才椲棿椵暎但在导师考核体系中棳导师发表的论文

数量是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棳发表论文数量不足将

会影响导师的招生暎为了完成论文方面的要求棳很
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结束理论课程学习

之后棳就被导师送到实验室进行基础方面的研究棳
以期能够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棳帮助导师完成考

核暎由于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基础研究上棳剩余可以

进行临床操作的时间寥寥无几棳研究生的临床操作

能力很难得到锻炼和提高暎
棽暋特色培养模式的构建研究

棽灡棻暋调整课程设置棳开展爱心教育

医学院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核心是培养研究

生的暟仁爱暠精神暎作为一名医生棳如果缺乏爱心棳
就不能称之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椲椵暎在医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棳开设医学人文方面的

相关课程棳既可以通过人文知识的积累和道德内化

的修炼棳培养高尚的医德医风和仁爱精神棳又可以

直接或间接地提升研究生自身的道德伦理暍敏锐观

察暍明辨是非及人际沟通能力棳从而有助于研究生

培养水平的提高暎
棽灡棽暋构建新型培养模式棳鼓励创新研究

学校应和医院共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棳构建

新型培养模式棳鼓励研究生进行创新棳提高创新能

力椲椂椵暎学校联合医院建立良好的体制和环境棳为研

究生建立能够进行创新研究的科研平台棳使研究生

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棳鼓励研究生进行创新

研究棳为今后较好地从事临床工作打下扎实的基

础椈其次棳放宽研究生进入实验室的条件棳提供较好

的实验条件及仪器设备支持棳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创造各种条件椈 后棳学校暍医院暍导师对于有

创新意识的研究生应给予支持棳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开展疾病诊治的新方法暍新手段的实践棳鼓励在

临床上开展一定数量的创新研究暎
棽灡棾暋开展学术活动棳促进学术交流

医学院校暍医院及导师应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

学术活动棳并为研究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暎广泛

开展学术交流棳一方面可以开阔研究生的眼界暍激
发灵感与创新思维棳使研究生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工

作棳从而提高科研能力及临床水平椈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暍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学术讲座

等方式进行学术交流棳使研究生有机会与著名专家

探讨和交流学术问题棳增长见识暍开阔思路暍扩展视

野棳为今后的科研及临床工作创新打下良好的基

础暎
棽灡棿暋适当降低基础研究棳真正提高操作能力

无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棳
科研能力及创新意识均是培养的重要内容暎但在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棳在强调科

研能力的同时更应强化临床操作能力的培养棳适当

降低基础研究科研工作所占比重棳把培养重点放回

临床棳鼓励研究临床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棳从
自身兴趣出发棳进行相关科研棳以临床工作带动科

研工作的进行棳真正做到临床暍科研相互促进的良

性循环暎
棾暋结暋语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多因素影

响下的复杂过程棳面临的各种问题亦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解决的暎暟爱心棴创新棴临床能力暠三位一体

培养模式的构建棳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了帮助棳不仅

能够解决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爱心缺失的问题棳还可充分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

识棳提高研究生的临床能力棳 终为培养高水平医

疗人才工作服务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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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棻暋生理学双语教学对生理学成绩的影响

对于参与本研究的所有班级棳在考试内容完全

相同的生理学中文及英文理论期末考试中棳实验组

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棳棽组相比有显著差异棬 椉
棸灡棸 棭暎在实验课期末考试中棳棽组相比无明显差

异棬 椌棸灡棸 棭暎如表棻所示暎但从课上表现来看棳
实验组学生对常见的实验器材暍药品及简单的实验

操作的英文都很熟悉棳 后能用英文完成实验报

告暎对照组的学生只能只是对理论课上提到的个

别英文名词比较熟悉暎

表棻暋 生理学双语教学对生理学成绩的影响棬 暲 棳分棭
组别 旑 中文理论成绩 英文理论成绩 实验成绩

实验组 棿 椄棾灡棾暲棻棿灡 椃棾灡棻暲棻灡 椆棽灡棿暲椂灡椃
对照组 棿 椃棽灡椆暲棻椂灡椃 棻椄灡 暲椄灡棽 棻椄灡 暲椄灡棽

棸灡椆棸 椂灡棾棽 棴棸灡棾棽
椉棸灡棸 椉棸灡棸 椌棸灡棸

棽灡棽暋生理学双语教学对分析问题暍解决问题能力

的影响

对于与临床和实际生活的相关讨论题棳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学生都能从网上查到相关的答案暎但

总体上棳与对照组相比棳实验组学生对问题剖析的

更为细致棳答案总结的也更为全面暎
棽灡棾暋生理学双语教学对查阅及总结文献能力的影

响

对于实验班级和对照班级的学生棳在授课老师

给出查阅文献的作业后棳棽组学生都能在规定的时

间内较好的完成作业暎但是棳与对照组相比棳实验

组的学生能更快暍更贴切地找到相关问题的关键

词棳尤其是英文关键词椈总结中引用的英文文献棳与
对照组相比棳实验组的学生对原文有更为准确的理

解暎总之棳与对照组的学生相比棳实验组的学生查

阅并总结文献的能力相对较强暎
棽灡棿暋生理学双语教学对后继学科成绩的影响

对于参与本试验的所有班级棳在考试内容及授

课教师完全相同的病理生理学及药理学期末考试

中棳实验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棬 椉棸灡棸 棭棳
如表棽所示暎

表棽暋 生理学双语教学对后继学科成绩的

结果比较棬 暲 棳分棭
组别 旑 病理生理学成绩 药理学成绩

实验组 棿 椄棸灡椄暲棻棾灡棿 椃椃灡棾暲椄灡椆
对照组 棿 椃棽灡棾暲棻棸灡 椂椆灡 暲椃灡椃

棻灡棻棾 棻灡棾椂
椉棸灡棸 椉棸灡棸

棾暋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棳生理学双语教学能明显提高生

理学中文暍英文理论成绩棳提高学生分析暍解决问题

的能力棳提高后继学科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成绩暎
因此棳生理学双语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学科能力棳
尤其是生理学的学科能力暎究其原因棳可能与以下

因素有关椇棻棭英文原版教材中提到的多种生理学的

实验方法和一些新研究暍新发现也拓展了学生的视

野棳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椈棽棭多次学生问卷调查和师

生座谈会棳不断听取学生的意见并对教学内容及方

法不断的修正棳使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工作中来棳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椈棾棭教学过程循序渐进棳
学生易于接受棳能一直保持较高的学习热情椈棿棭通
过教学经验交流会暍教学总结报告暍名师示范课暍集
体备课暍随时听课等活动激发教师提高自身素质棳
提高教学水平暎综上所述棳生理学双语教学模式是

一种值得推广的教学模式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暋王英棳崔红保棳黄丹棳等棶高等院校开展专业课双语教学探讨

椲斒椵棶中国电力教育棳棽棸棻棽棳棽椃棬棻棿棭椇椆棿灢椆椂棶
椲棽椵暋王伦棳孙静艺棶高等双语教学的主要制约因素及国外双语教

学的启示椲斒椵棶西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棬社 会 科 学 版棭棳棽棸棻棽棳棻棸
棬棻棽棭椇棻椂椃灢棻椂椄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棾灢棸椆灢棻棸棭

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
棬上接第棿棽棾页棭
椲棾椵暋刘艳阳棳杨淑华棳赵栓枝棳等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的问题与策略椲斒椵棶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棳棽棸棻棽棳棽 棬棭椇棻棽棽灢棻棽棾棶
椲棿椵暋张丽云棳李培杰棳卢芳棳等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探索椲斒椵棶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棳棽棸棻棽棳棽 棬棿棭椇棽椂椃灢棽椂椄棶

椲椵暋蔡晶棳杨菁棶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思考

椲斒椵棶医学与哲学棬人文社会医学版棭棳棽棸棻棻棳棾棽棬棻棻棭椇椆灢椂棸棶
椲椂椵暋王洪恩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问题及对策研究椲斒椵棶

西北医学教育棳棽棸棻棽棳棽棸棬棿棭椇椃棻棸灢椃棻棽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棾灢棸椆灢棻棻棭

椂棽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