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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Investigate the ways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in internal medicine. Methods: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innovative ability training methods of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internal medic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ults:On the basis of the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innovative ability training 
model is adopted. Students tend to cultivate the new model, and the results of the rotation of the subjects, the results of the thesis 
defens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apers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The new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promoting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high-level 
talents in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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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临床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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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中医内科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方法：对中医内科专业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途径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
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基础上采用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学生倾向于新模式培养途径，并且各科学生出科轮转成绩、
论文答辩成绩、发表论文及完成课题项目等方面有很大提高，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新的研究生培
养模式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教学创新并提升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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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医专业研究生培养条件的逐步提升，各院校研究

生招生数量不断扩大，研究生的培养任务也逐步加重，但是

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并未不断更新。在中医内科研究生培养过

程中，由于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使得理论创新难度较大、传

统的教学模式以及导师指导不充分，导致中医研究生的创新

能力总体不足，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1]。中医内科研

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内容，是提高大学

教学质量的核心。本研究旨在对中医内科专业研究生的创新

能力培养途径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期为优化中医内科研究生

的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教学体系提供思路 [2]。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以中国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9 级中医内科专业 135 名研

究生为研究的对象。

2.2 研究方案

2.2.1 分组

对照组：遵循原则，2019 级中医内科专业 85 名研究生

为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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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随机选取 2019 级中医内科学专业 50 名研究生

为培养对象。

2.2.2 培养方式和方法 

对照组：按照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试验组：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基础上，结

合如下培养方法：

①重点讲授与自主学习相结合：中医学科发展的动力源

动力为中医内科理论的研究，开展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与中

医基础知识密切相关，要求每位学生在开题前开展相关理论

研究，重点章节由导师讲解，学生自主学习，加强理论学习

以巩固中医基础理论 [3]。

②探究式教学法：鼓励学生研究文献，文献研究是中医

内科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主要课程之一，也是科学

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若文献检索的过程

中有误，就会导致参考资料的偏差和偏倚，影响科研工作中

数据的准确性及研究结果和论文质量 [4]。学生只有掌握文献

研究并充分利用，才能进一步创新。

③ PBL 教学与案例式教学法相结合：努力提升学生临床

实践技能水平，学生在门诊，可以接触很多病例，能够问诊

收集病史、专科检查、描述症状并作出诊断，可以学习导师

的学术思想和辨证论治及处方用药的特点。学生在病房，按

照住院医师标准化培训要求，学生参与值夜班，在上级医生

指导下独立接诊患者。

在病房期间，要求学生掌握病程的首页、病程记录、会

诊记录、死亡记录等医疗文书的书写。通过培训，使学生能

够正确的运用望闻问切四法，四诊合参，开展辨证论治，并

且能够对科室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并确立

基本治疗方案。

④启发式教学法：提升学生临床创新思维能力，基于医

院各学科建设平台，使每位学生都有临床研究任务，每位患

者都可以是研究对象，学生认知填写 CRF 表、病人随访资料，

然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撰写论文，使学生提高与病人的沟

通能力，培养学生的临床创新思维 [5]。

2.2.3 评价指标

（1）学生满意度调查。

按照中医内科专业培养目标、方式、临床管理等内容，

制作调查问卷表，进行前后组间比较，评价学生对培养模式

的满意度。

（2）创新能力评价。

通过比较学生轮转出科考试成绩、论文答辩成绩及发表

论文、完成课题数量等内容，全面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两样本均数成正态分布的采用 t 检验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时 P ＜ 0.05。

3 研究结果
3.1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

试验前，进行试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满意度比较，试验组

较对照组对创新培养模式的满意度较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试验组学生的满意度前后比较，试验后满

意度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的满

意度前后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经创

新模式培养后，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对培养模式满

意度偏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 1。

表 1 两组研究生对培养方式满意度比较（x±s）

组别 人数 实验前满意度评分 试验后满意度评分

实验组 50 95.3±2.7 98.6±3.1

对照组 85 91.2±4.3 92.4±3.7

3.2 两组学生综合能力比较

经创新模式培养后，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轮转出科考

试成绩偏高（P ＜ 0.05），论文答辩成绩有所提高（P ＜ 0.05），

发表论文数量增多（P ＜ 0.01），完成课题数量增多（P ＜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研究生综合能力评价比较

4 结论

中医内科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水平是衡量中医院校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关键内容。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时，既要有充足的客

观条件作为保障，又要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立足于学

生自主学习，积极调动学生自主性、积极性，鼓励创新思维 [6]，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与科学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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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为一体，切实提高中医内科专业研究生的教育培养质量，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7]。

本研究通过总结分析中医内科专业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基础上，结合新

培养方法，如探究式、启发式教学，导师重点讲授与学生自

主学习、PBL 教学与案例式教学相结合等。结果显示，学生

对新的培养模式的满意度高于原培养模式；本培养模式的中

医内科专业学生普遍认为该模式能巩固中医的基础理论，拓

宽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中医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指标显示，参与新培养模式的学生

在科室轮转出科考核成绩、论文答辩成绩、发表论文、完成

课题项目等方面均高于参照组学生。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

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临床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均有提升，进而有利于提高中医药大学研究

生教育质量，新的培养模式值得中医药大学推广与应用。本

论文仅在安徽中医药大学范围内进行了研究，范围小，样本

量小，今后仍需更大样本量、更全面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医

内科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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