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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融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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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师承教育强调教学的实践性，符合中医药学形成和发展规律，在中医独特的思维方法及中医临床技能的传授等方
面有其显著的优越性，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容易导致学习者知识结构局限。近６０余年来，现代院校教育已经逐步成为中
医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但因教学中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严重制约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我院从２００５年开展以中医特色教
育为背景的院校中医药师承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将中医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全面融合，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行了有益

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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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师承教育历史悠久，大多名医是通过这一
方式造就的。如扁鹊师从长桑君，张仲景师从张伯祖，

李东垣师从张元素等，所谓“古之学者必有师”［１］。一

直以来师承教育是中医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因

素，也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主要模式。

传统的师承教育一般以家传师授为主。教者言传

身教，传道、授业、解惑；学者侍诊于师，耳闻目染。由

于他强调教学的实践性，重视临床能力的培养，注重因

材施教，符合中医药学形成和发展规律，在中医独特的

思维方法及中医临床技能的传授等方面有其显著的优

越性，因此沿袭至今［２］。但由于传统的师承教育方式

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往往导致学习者知识结构的局

限，多不能适应中医学术的发展，于是院校教育应运而

生。１９４９年以来，开创了以现代院校教育为主的培养
中医药人才的新格局，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先后建立

了第一批高等中医学院，内设中医本科专业，自此中医

药教育纳入国家高等教育轨道，使中医药人才培养制

度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及教育管理规范化、制度

化［３］。中医院校教育至今已有６０年的历史了，期间蓬
勃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与

此同时，师承教育有逐步萎缩的趋势。由于在教学中

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导致学习者理论与临床严重

脱节。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状，严重

制约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影响中医事业的发展，并导致

相当一批老中医多年的临床经验，甚至是毕生的宝贵

财富遗憾地流失及失传。显然单纯的师承教育与院校

教育，两者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

足，二者全面融合是促进中医药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

关键［４］。

为此，我院从２００５年开展以中医特色教育为背景
的院校中医药师承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在本科教育阶

段大力推行导师制，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大力推行研究

生师承制，在中医药在职教师的培养与教育阶段大力

推行“双师制”，弥补高等中医院校教育中缺乏师承环

节的不足，为中医药传统经验的传承和中医药人才的

高素质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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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加快中医人才培养步伐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以经验医学著

称。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没有广泛的临床、没有名师

指点很难体会到中医理论的深奥微妙［５］。单纯院校教

育毕业的中医专业学生，虽然医学知识结构全面、合

理，但从毕业走出校门仅有书本知识，到能够得心应手

地处理临床实际问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经验积累过

程，这个过程可能要十余年甚至数十年。名老中医药

专家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最可宝贵的智力资源和知

识财富，在中医药的继承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６］。师承教育中由于指导教师将几十年甚至几

代人积累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继承人，结

业出师的继承人，很快就成为中医各部门的业务骨干，

解决疑难病症的能力明显提高，大大缩短了成才周期，

从而加快中医人才的培养步伐［７－８］。

２　造就多样性的中医人才
中医学应用性很强，基本理论可以派生多种概念，

中医历来在辨治纲领指导下，治法千差万别，丰富多

彩，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不同专家治疗同

一种病，各有千秋，流派纷呈，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流

派，促进了整体中医学术的发展。中医院校教育让学

生对中医学术流派在理论上有较系统的认识，但尚不

能将各家学术思想与临床实际相结合；师承教育使继

承者能够从具有不同学术流派，不同风格的指导教师

那里，继承其独特的各具风采的临床经验、学术思想、

诊疗风格等［９］，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指导教师

临证经验得以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很适合中医的个

性化发展，让中医学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传人，绵延

发展，造就多样性的中医人才，与此同时也丰富和发展

了整体中医学术理论［１０］。

３　促进中医学术发展创新
院校教育是现代中医教育的主体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系统掌握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医疗技能，富

有创新意识，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全面发展的中医专

门人才。他们具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在师承教

育中能够深刻领悟指导教师具有特色的诊疗思路和方

法，有能力对指导教师的临证经验进行较为全面的总

结，挖掘其学术渊源，凝练其学术思想，并将经验上升

为理论。他们在跟师学习中，通过研究和分析指导教

师独特治法的形成特点及其理论依据，能够更多地提

出新的学术观点，从而促进中医学术发展和创新。

４　弘扬尊师乐业敬业风气
我院在职教师具有教师、医师、导师、徒弟等多重

身份，在工作中不仅传授医术，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学生

医德的培养，而且将医德教育贯穿在临证侍诊的全过

程中。由一代代中医师长以身作则，口传心授，学生在

临床实践中耳濡目染，这种身临其境的医德教育比院

校课堂上的医德教育效果更好［１１］。通过院校教育与

师承教育的融合，继承人的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都有

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不仅培养了一批名医传人后备力

量，而且弘扬了尊师重教、勤奋治学和乐业敬业的良好

风气。

５　激发自主学习动力
院校教育让在校学生感觉中医似乎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治；及至走向临床似乎发现现实中医用武之地

不多，于是有部分学生弃中从西。著名老中医邓铁涛

曾说［１２］：“中医教育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信心的危

机。中医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能够解决学生的信

心问题。”师承教育让教与学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

分发挥，教师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学生学习目的明确，

刻苦钻研。这种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氛围，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动力，它使学生成长周期缩短，成才的可能性

大大提高，教育效果十分明显，正是现代教育所追求的

目标。

总之，中医药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在教育

方式能体现出的更多的教育优势，不仅能形成良性互

动，更是有效提高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质量，造就现代名

中医的最佳途径，必将大大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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