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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了解目前我国高等中医院校内经学科设置以及师资情况，作者利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全国内经师资培训班的
机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的３７所高等中医院校的内经学科设置情况以及师资情况进行了调查，
基本掌握了目前内经学科发展的现状以及师资情况，并提出对于内经学科未来发展及内经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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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
的医学典籍，对中医药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奠基与

规范作用。《内经》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历史悠久，早在

唐代就已经初步具有了“内经学”学科的雏形［１］。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内经》以书名为名称作为一个学科
在学科目录中单独存在，《内经》专业委员会还进一步

提出了建立“内经学”的设想［２］。１９９７年，内经学的概
念被正式写入《黄帝内经研究大成》一书［３］，并开始从

学科角度研究《内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由于学科调
整，大部分院校内经学科与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合并，称

为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有些院校则保留了相对独立的

内经教研室，相对也保留了内经学科［１］，状况各异。

内经学科设置状况以及师资情况直接关系着中医

院校学生的中医理论素养以及中医药学科的未来发

展，因此有必要对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内经学科发展情

况进行一定调查。本研究借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１０年８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内经师资培训班的机会，
我们发放了调查问卷，对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内经学科

设置情况以及师资情况做了初步了解，情况如下。

１　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全国包括北京、上
海、天津、重庆、云南、山东、甘肃、广西、新疆、贵州、海

南、广东、安徽、湖北、湖南、辽宁、山西、陕西、江西、河

北、福建、吉林、成都、河南、黑龙江、浙江、宁夏、广东

２８个省、市、自治区在内的中医院校，以及综合大学中
医药学院的教师。

１２　研究内容　内经学科在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的设
置情况、教师人数、学历情况、职称情况，以及内经教学

的教学时数和学年分布情况。

１３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
行，对调查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统计分析。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内经学科设置情况　目前内经学科多与中医基
础理论学科合并，称为中医基础理论学科，被调查的

３７所高校中，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内的１２所院校
保留了相对独立的内经教学研究室，占３２４％，其余
院校则均与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彻底合并，没有独立的

教师队伍，全国各地区学科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表１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内经学科设置情况

地区分布 内经为独立学科数 内经为非独立学科数

直辖市 ３ ２
西部地区 ０ １２
北部地区 ３ １
中东部地区 ５ １０

２２　内经学科师资基本情况　被调查的３７所高校中
内经教师共有 ２５３人，其中专职内经教师 ８１人，占
３２％；兼任内经与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师１７２人，占
６８％。在内经教学队伍中，学历的分布情况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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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人，占 ４６％；硕士 ９６人，占 ３８％；学士 ３２人，占
１３％；其他９人，占３％，其中拥有博士后经历的１３人，
占５％；职称的分布为：教授７８人，占３１％；副教授７７
人，占３０％；讲师８６人，占３４％；助教１２人，占５％。
２３　内经教学情况　内经是高等中医院校的主干课，
但各个院校的开设时间以及教学时数都不尽相同，因

此我们对中医专业内经课的开设时间以及五年制本科

的教学课时数做了调查。开设内经课的时间具体情况

为：开设于第一学年的院校有６所，开设于第二学年的
院校有２１所，开设于第三学年的有１０所。内经教学
时数的具体情况为：０～６０学时的院校有１６所，６０～８０
学时的院校有１８所，８０学时以上的院校３所。
３　分析与建议
３１　对内经课程设置建议
３１１　保证充足教学时间　教学时数，是保证内经教
学的最基本手段，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医专业本科五年

制的教学时数超过８０学时的院校仅有３所，教学时数
低于６０学时的有１６所，有些院校的其他专业甚至已
经停开内经课。教学时数的大幅度减少不仅成为内经

的教学质量下降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导致内经学科的

萎缩。我们建议各中医院校的教学部门，加大对内经

课程的重视程度，避免缩减内经学时数。我们认为，对

内经课程而言，８０学时左右是比较理想的设置。
３１２　设置科学的课程时段　遵循中医各门课程的
内在规律，选择内经课程合理的开设时间，对学生较好

的理解、掌握、学习《内经》理论极为重要。在这方面，

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做法不一，调查显示，开设于

第一学年的院校有６所，开设于第二学年的院校有２１
所，开设于第三学年的有１０所。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对内经课程缺乏客观的、

准确的、一致的共识。有鉴于《内经》是中医高等教育

的理论提高课，对其准确而深入的理解需要建立在中

医药基础知识均已具备的情况下，如中药、方剂等课程

学习完毕，通过《内经》理论在方药组成上的应用加以

体现。我们认为开设《内经》课最合理的时间，应当在

本科第三学年第２学期，或者第四学年的第１学期，在
学习完中药、方剂课程之后。

３２　对内经学科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根据以上调查
结果，并综合问卷中各院校教师对于学科发展现状的

认识和建议，我们认为内经学科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

３２１　学科不独立，内经学科缺乏独立的研究队伍　
在目前在教育部的学科归类中将《内经》与中医基础

理论归并在一起称为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导致很多中

医药院校在教研室设置中将内经师资与中医基础理论

揉在了一起。根据我们对３７所中医院校的调查，只有
１２所院校内经有独立的教学研究室，且多集中在中东
部地区。《黄帝内经》是一部涵盖中医学理论、中医学

临床应用以及古代哲学、天文、历法等多学科内容的医

学典籍，内经学科所研究的内容亦不仅仅局限于中医

基础理论的内容［４］，同时还记载和论述了内、外、妇、

儿、骨伤、五官等科的多种病证，以及针灸、药物、心理、

饮食等多种疗法，可称中医学古代的百科全书［５］。内

经学科要想稳健、持续的发展，需要一支稳定的、专业

化的内经教学及研究队伍，而学科不独立，则阻碍了对

于学科的投入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

３２２　教学队伍年轻化，学术功底薄弱　在被调查的
３７所院校中，讲师、助教人数占到了３９％，博士学位者
占到了４１％，教学队伍偏于年轻化，师资力量普遍处
于青黄不接的时期，青年教师无论从理论积淀、文字功

底还是临床经验都积累不足，导致内经师资力量薄弱，

无法进行良好的传承。

３２３　院校重视不够，各院校交流不深入　内经作为
一门中医专业的主干课程，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不成

正比，且各院校之间的交流较少，缺乏互相交流、观摩

的平台，不利于内经学科的整体发展。

针对以上目前影响内经学科发展的问题，我们建

议内经学科应独立，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师资队伍与研

究队伍，并保证一定的学科投入；加强内经青年教师的

培养，多举行师资培训等活动，帮助青年教师提高理

论、文化、临床功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读经典，做

临床，拜名师”也应进一步推广到内经学科；加强各中

医院校间的相互了解，并定期观摩学习，交流经验。

总之，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初步了解了高等中医院

校内经学科的设置情况以及教学的基本情况。鉴于内

经在学术以及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呼吁加强对内

经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内经学科建设的投

入，同时加深对内经教学及研究的交流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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