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医药局资助科研课题（编号：２００７０２３８）

中医“四大经典”教学效果及学员运用经典能力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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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找出中医“四大经典”培训活动的效果及其规律，分析研究接受四大经典培训的学员，对于中医药服务能力和临床
水平的影响，找出其规律，为“学好经典、做好临床”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近年来参加“中医经典”培训的学员进行随机抽样

调查，将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本项目取得了很好的培训效果，学员普遍反映加强了对四大经典著作的认识，夯实了

中医理论基础知识，提高了中医辨证论治能力。结论：研读经典是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必然途径；熟读经典为培养名优中医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学好经典，是做好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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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岐黄神农，医之源始；仲景华
佗，医之圣也［１］。在中医药学发展的长河中，临床名家

辈出，促进了中医药学的迅猛发展。继承与创新是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两大核心，继承是发展的目标，创新是

发展的源头活水［２－４］。深圳市中医药事业的迅猛发

展，离不开这些年始终如一的开展“学经典，做临床”

的人才培养教育模式。为了更好的总结深圳经济特区

开展中医经典培训工作中“教与学”的经验，我们申报

了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资助科研课题《中医“四大经

典”教学效果及学员运用经典能力的综合评价》。我

们通过对历年来参加“中医经典”培训的学员进行随

机抽样调查，对培训的效果及学员运用经典能力的情

况总结如下。

１　基本情况
近年来，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高度

重视“中医经典”的培训学习工作。先后开展“中医经

典与临床”教育普及班培训人数１２１２人，参加轮训人
次达４００４人，占全市中医从业人员的９０１８％；培训
结束后汇编老师教研论文３３篇，学员论文１５２篇，评
出优秀论文２２篇。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又先后举办
两期“中医经典与临床高级研修班暨名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理论课程培训班”，共培训学员１６４人，收
到教学论文１８５篇，评出优秀论文３１篇。
２　主要做法

首先由深圳市卫人委、发改委、财政委、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联合印发了《实施中医药强市人

才培训工程暨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实施方

案》；其次遴选指导老师４８人和学员共３批５６人；第
三，政府为“学经典、做临床”提供经费保障；第四，成

立由市卫人委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的专家

小组，为师承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五，制订了相关

教学计划，安排了师资；第六，开展教学管理工作的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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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与考核，并设立奖励规定；第七，还组织策划编写了

《深圳市名老中医系列》丛书，为深圳市积累和沉淀中

医药文化，培养“铁杆”中医后继人才，记载这些名老

中医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奋斗历程和卓越贡献。

３　资料和方法
根据课题的需求，在充分调研与咨询专家意见的

基础上，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

况、培训效果调查、中医思维与运用四大经典著作方药

的能力与水平调查三大部分，评价指标２３项。对参加
培训的学员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

３４７份。回收有效问卷 ３２４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９３３％。对所收集到的调查问卷数据录入 ｅｐｉｄａｔａ数
据库中，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学员构成情况　被调查的３２４名学员中，男性为
１６７名，占５１６％。女性为１５７名，占４８４％。本次调
查学员的学历层次主要集中在本科和硕士层次上，分

别占４９７％和３４６％。大专学历以下占９０％，博士
以上占６８％。本次调查的３２４名学员中，初级职称人
数比例最多，占３９８％。其次为中级职称占２５３％。
副高、正高以及其他职称人数比例依次为 ２１３％、
９３％和４３％。
４２　学员喜欢的课程情况　通过本次调查可知，最受
学员欢迎的课程是《伤寒论》（５９９％）、其次受欢迎的
课程为《黄帝内经》（５１８％）。喜欢《温病学》和《金匮
要略》的学员较少，分别为３１８％和３８９％。
４３　学员对授课老师讲解的满意度情况　有６５％的
学员对授课老师的讲解非常满意，有１７％的学员对老
师的讲解表示满意。仅有１％的学员对授课老师的讲
解不满意。

４４　学员对四大经典培训感兴趣情况　７７８％的学
员表示对此类培训感兴趣，２０％的学员表示一般，仅有
２２％的学员表示对此类培训不感兴趣。可见此类培
训满足了广大学员对中医四大经典的学习需求。

４５　作为一个中医从业人员是否有必要熟悉了解四
大经典著作　有８２７％的学员认为中医从业人员很
有必要熟悉并了解四大经典著作。仅有０９％的学员
认为不需要了解。由此可见，在广大中医从业人员中，

对四大经典著作的学习有着广泛需求。

４６　培训前是否能读懂四大经典著作　仅有２１％的
学员表示在培训前能够读懂四大经典著作，６９％的学
员表示能够部分读懂四大经典著作。仍有１０％的学
员表示自己不经培训不能够读懂四大经典著作。由此

可见，深圳市基层中医工作者对四大经典著作的认识

不够充分。

４７　觉得培训后对四大经典著作的认识有没有提高
　有９２％的学员认为通过此类培训，对四大经典著作
的认识有很大提高。有 ４５７％的学员认为有一般性
的提高。仅有０９％的学员认为完全没有提高。
４８　培训前、后处方用药时运用经典著作方药的频率
情况对比　由表１可知，培训前学员处方用药时运用
经典著作方药的频率主要集中在一般和很少使用的频

率上分别占５６８％和１８５％。培训后学员处方用药
时运用经典著作方药的频率有大幅提升，较多使用的

频率提升到了４２６％。对培训前、后的情况采用 Ｍａｒ
ｇｉｎａ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边际一致性检验）按照 α＝
００５的检验水准，Ｐ＜０００１，可认为培训前后学员处
方用药时运用经典著作方药的频率有统计学意义。培

训后使用频率有明显上升。

表１　培训前、后处方用药时运用经典著作方药的频率情况对比表

使用频率 培训前（人数／构成比） 培训后（人数／构成比）

多 ７３（２２５％） １３８（４２６％）
一般 １８４（５６８％） １５８（４８８％）

很少使用 ６０（１８５％） ２２（６８％）
不用 ７（２２％） ６（１８％）
合计 ３２４（１００％） ３２４（１００％）

４９　培训前、后运用四大经典著作方药的情况对比　
由表２可知，培训前学员运用四大经典著作方药的情
况主要为不娴熟，占７１６％。培训后对四大经典著作
方药能够应用自如的比例有所上升，由培训前的

１８２％上升到了 ４３２％。对培训前、后的情况采用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边际一致性检验）按照 α＝
００５的检验水准，Ｐ＜０００１，可认为培训前后学员运
用四大经典著作方药的情况有统计学意义。培训后应

用的熟练程度有明显上升。

表２　培训前、后运用四大经典著作方药的情况对比表

运用情况 培训前（人数／构成比） 培训后（人数／构成比）

应用自如 ５９（１８２％） １４０（４３２％）
不娴熟 ２３２（７１６％） １６６（５１２％）
很困难 ３３（１０２％） １８（５５％）
合计 ３２４（１００％） ３２４（１００％）

４１０　培训前、后对四大经典著作方药随证加减的能
力情况对比　由表３可知，培训前学员基本不会对四
大经典著作方药做到随证加减，占 ５５９％。仅有
３１８％的学员能够熟练做到随证加减。培训后学员对
四大经典著作方药能够熟练做到随证加减的比例上升

到了６０２％。对培训前、后的情况采用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Ｈｏｍ
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边际一致性检验）按照 α＝００５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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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Ｐ＜０００１，可认为培训前后学员对四大经典著作
方药随证加减的能力有统计学意义。培训后的能力有

明显上升。

表３　培训前、后对四大经典著作方药随证加减的能力情况对比表

能力情况 培训前（人数／构成比） 培训后（人数／构成比）

熟练做到随证加减 １０３（３１８％） １９５（６０２％）
基本不会随证加减 １８１（５５９％） １１４（３５２％）
不会或用原方 ４０（１２３％） １５（４６％）

合计 ３２４（１００％） ３２４（１００％）

４１１　培训前、后对处方用药剂量的把握情况对比　
培训前有６２０％学员对处方用药的剂量把握处于凭
感觉的状态，仅有 ２１９％的学员把握很熟练。仍有
１６１％学员不知道如何把握剂量。培训后能够熟练把
握处方用药的学员比例上升到了 ５７１％。不知道如
何把握剂量的学员比例下降到了 ５０％。对培训前、
后的情况采用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边际一致性
检验）按照 α＝００５的检验水准，Ｐ＜０００１，可认为培
训前后学员对四大经典著作方药随证加减的能力有统

计学意义。培训后的熟练程度有明显上升。

５　讨论与结论
５１　研读经典是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必然途径　本
次调查显示，培训后学员处方用药时运用经典著作方

药的频率有大幅提升，较多使用的频率提升到了

４２６％。培训后学员对四大经典著作方药能够应用自
如的比例有所上升，有培训前的 １８２％上升到了
４３２％。培训后学员对四大经典著作方药能够熟练做
到随证加减的比例上升到了 ６０２％。培训后能够熟
练把握处方用药的学员比例上升到了５７１％。

优秀临床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

律［５－６］。优秀临床人才的培养、名医的造就必须抓好

两个必要环节，即熟读经典和临床实践。中国历代名

医没有一个不是熟读经典的，熟读经典是对优秀中医

临床人才最基本的要求［７］。只有熟读经典，才能把握

中医药的学术特点和文化内涵，进而吸纳现代科学技

术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学。

５２　学好经典是做好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源泉　
学好经典，是做好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源泉［８－９］。

当前要大力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造就新一代名医，

这是时代的呼唤。名医是优秀临床人才中的佼佼者，

是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为行业内外公认的医学理论功

底深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有相应社会影响力和知

名度的临床专家。历代名医为中医药学的进步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辉煌。实践证明，名医是中医药学术发展

的重要载体，中医药学的继承离不开名医，中医药学的

发展离不开名医［１０－１１］。

５３　熟读经典为培养名优中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调查显示，有１０％的学员表示自己不经培训不能够读
懂四大经典著作。由此可见，加强基层中医工作者对

四大经典著作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１２］。通过近年来

的培训，有９２％的学员认为对四大经典著作的认识有
很大提高。由此可见，学员通过培训，对四大经典著作

的认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也为这些学员成为名优

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医四大经典在中医发展史

上有着重要作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部经典巨著，

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与研究价

值［１３－１４］。深圳要做中医药强省的排头兵，必须要造就

一大批通晓中医“四大经典”并能活学活用的中医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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