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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ar	the	significant	mission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	vital	force	in	the	nation’s	talent	reserve,	college	students’	capabiliti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profoundly	
impac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roces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focus	on	fostering	TCM	professionals	with	robus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o	
align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CM.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CM talents, 
TCM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urgently need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for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identifi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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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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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学校肩负着培育科技创新型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大学生作为国家人才储备的生力军，其科技创新能力，将深刻影响
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中医院校在人才培育进程中，需着重塑造具备科研创新能力的中医药人才，以契合国家战略与中医
药事业发展需求。为满足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医药高等院校亟须建设完备的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以中医药高等院
校为例，指出大学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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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对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及应对当代健康挑战具有

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而创新人才作为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

的融合载体，能够将中医传统理论与精准医学、人工智能等

前沿领域相结合。

培养兼具临床能力与科研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医药

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通过开发智能化体质辩证设备，将中

医药“治未病”理念转化为普惠性健康监测产品，有效缓解

基层医疗资源压力。面对慢性病、肿瘤等现代重大疾病挑战，

创新人才更能发挥中西医协同优势，通过临床问题到科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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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闭环机制，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中医药国际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中医药

需突破文化差异与技术标准壁垒。近年来，通过开展循证

医学研究及 ISO 中医药标准制定等，使中医药从经验医学

向证据医学跨越，显著提升其在国际医疗体系中的认可度。

但传统中医药教育仍存在重经典轻创新、重理论轻实践等问

题，故构建中医药跨学科培养体系成为必然。开设中医药与

现代医学或人工智能等交叉课程，鼓励学生涉足生物信息

学、纳米技术等领域，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跨界创新思维。

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固本培元、守正创新”的

系统性工程，既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存续，更承载着中

医药未来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使命。唯有通过教育理念革新、

培养模式重构与资源要素整合，打造“传承有根基、创新有

方向、实践有平台、发展有保障” 的人才生态体系，才能让

中医药在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浪潮中站稳根基、焕发生机。

2 中医药大学本科生从事科研现状

近年来，中医药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备受关注，

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受师资队伍、管理水平、资金投

入等多维度因素掣肘，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医学专

业本科生课程体系侧重于教学与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科研

创新环节相对薄弱。这一现状致使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后，创

新能力与科研素养不足，难以有效借助临床资源开展科学研

究，不仅阻碍个人专业发展，也无法契合社会发展对高素质

医学人才的需求 [1]。限制医学院校学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

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的主动性不高，且难以保

障充足的科研训练时长
近年来，依托学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挑战杯等

赛事的持续推进，使学生对科技创新已有初步认知 [2]，但

整体呈现出创新意识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参与科创活

动积极性偏低等问题。当前学生参与的创新活动普遍缺乏广

度与深度，大多局限于跟随指导教师的课题方向开展少量基

础实验，缺乏独立思考与主动创新的实践。部分学生甚至将

参与科创活动视为完成学分的任务，仅满足于挂名参与，并

未真正投入研究兴趣与实际工作。

由于科研创新训练尚未纳入必修课程体系，学生对科

创项目的责任感普遍不强，常出现“开端热情高涨、后期半

途而废”的现象。面对研究过程中的困难，部分学生存在明

显畏难情绪，容易产生消极心态甚至放弃研究。此外，医学

院校课程体系繁重，学生需兼顾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在课

业压力之外，往往还需兼顾各类社团活动，导致科研时间呈

现碎片化特征，难以保证稳定持续的投入，这无疑对系统性

科研活动的开展形成阻碍。

2.2 中医院校虽具备较强的师资力量，但在本科生

科研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
当前大学生以基础知识学习为主，在追踪学术前沿、

文献调研及科研实践等能力方面普遍较为薄弱，亟需教师投

入大量时间进行针对性指导。中医院校虽拥有较强的师资力

量，但指导教师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教学任务、临床及研究生

培养。培养学生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

而学校尚未形成配套的政策激励体系（如职称晋升关联、津

贴补贴等），难以有效调动教师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的积极

性，导致多数教师参与科创指导的热情不高、指导力度不足，

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也不够充分。科研素养培养需系统指导

（如文献检索、实验设计、数据分析等），但多数教师未接

受过专门的本科生科研指导培训，且缺乏研究生助管等辅助

力量。由于缺乏专门从事本科生科技创新指导的教师队伍，

学生在创新实践中难以获得系统深入的指导，进而逐渐丧失

开展科研活动的动力与积极性。

2.3 学校虽拥有优质的科研平台，但在大学生使用

及创新经费投入方面仍显不足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高度依赖学校现有科研平

台。学校虽已构建优质科研实践平台，为研究生科研工作提

供了有力支撑，但受限于场地容纳量及实验室仪器设备供需

矛盾，本科生实际动手实践的机会相对匮乏，导致科技创新

活动难以持续推进。

科研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经费支持，目前经费主要来源

于国家、地方政府、学校资助及导师科研经费，但由于实行

专款专用制度且投入总量有限，无法充分满足所有学生的科

研需求。

2.4 学校对本科生科技创新重视程度不足，创新人

才培养制度有待完善
中医院校人才培养目前仍以课堂知识传授与临床实践

为核心，对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尚未完全健全，缺乏针对大学生科研活动

的系统性鼓励政策与支持措施。这一现状导致学生参与科创

活动多以完成学分为目标，难以真正激发其内在兴趣与主动

性，进而制约了良好科技创新学术氛围的形成。医学研究常

需融合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知识，但院校内部学科壁垒明显，

缺乏跨专业导师团队或交叉研究平台，限制了学生通过学科

碰撞激发创新灵感的机会。部分院校对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

与诚信监督薄弱，中期检查、成果验收等环节监管松散，挂

名划水、数据造假等现象缺乏有效约束，导致“重立项、轻

执行”问题突出，损害科研氛围的严肃性。因此，构建完善

的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需结合各学院学科特

色，制定适应性强、科学有效的新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通

过系统性改革进一步提升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2.5 外部环境与行业特性影响
临床实践与科研之间存在冲突。医学专业学生需投入

大量时间进行临床见习、实习，与科研训练在时间安排上易

产生冲突，导致“重临床、轻科研”的倾向。就业市场对医

学生的考核更侧重临床技能考核，科研创新能力未被纳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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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评价指标，削弱了学生从事科研的动力。而大部分医学生

毕业后的就业目标是进入医疗系统做医生，因此认为临床实

践对于今后的就业更有帮助。

3 拟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限制中医院校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发展的原因，

提出几点解决方案。

3.1 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强化过程管理
面向低年级学生开设科研入门相关课程。通过案例分

析、实验室参观等方式，降低科研神秘感；针对中高年级，

设立“创新学分置换”机制，将科研项目、论文发表等纳入

学分体系，替代部分选修课程学分，提升参与动力。举办“科

研兴趣沙龙”，邀请校内优秀学生分享科研经历，结合专业

热点设置开放式研讨主题，激发学生自主思考。

优化项目过程监管与激励，推行科研打卡制，要求学

生定期提交研究进展报告，指导教师给予阶段性反馈，对持

续投入的学生颁发“科研毅力奖”；设立“挑战杯”培育基金，

对具有潜力但中途遇挫的项目提供二次资助机会，减少半途

而废现象。建立“科研诚信档案”，对挂名不参与的学生进

行约谈警示，情节严重者限制后续项目申报资格，强化责任

意识。

3.2 强化师资投入，完善激励机制
经验丰富且具备创新意识的指导教师团队，是培育优

秀科研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石。具体而言，需选聘各专业学术

水平高、科研能力突出、创新意识强烈的专家学者与骨干教

师组建科研导师团队，鼓励其引导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开展

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为跨学科创新实践搭建优质平台，助力

学生在多元学术碰撞中激发创新活力。组建本科生导师库，

并将指导成效纳入职称晋升评价体系，进一步激发导师的指

导积极性。设立本科生科研指导专项津贴，按指导学生人数、

项目级别及成果产出给予量化补贴。

推行“导师 + 研究生助管”协同指导模式，由研究生

协助导师开展文献检索、实验操作等基础指导，导师聚焦核

心问题把关，提高指导效率；开发科研指导线上平台，整合

常用科研工具教程、数据管理模板等资源，供学生自助学习，

减少重复指导工作量。

3.3 扩容科研资源，优化平台保障
创新人才培养必须有良好的创新训练平台硬件做保障。

高校教学实验室是学生进行教学实验的主要场所，但仍不能

面向大学生科创训练全面开放，且实验条件和仪器设备仅能

满足一般实验课需求 [3]。若要进一步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

量，必需有更为良好的平台。学校科研公共平台条件先进，

为学校教师及研究生科研公共平台，通过制定合理的培训及

使用制度，将本科生也纳入该平台的使用群体。同时还要整

合学校各级科研实验室资源，搭建一个创新训练大平台，开

放共享，设置“新手友好型实验区”，配备基础仪器操作指

南及研究生志愿者现场指导；设立科研设备共享基金，对本

科生项目所需特殊试剂、耗材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

定期组织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部分环节（如样

本预处理、数据录入），通过“观摩 - 辅助 - 独立操作”三

阶段培养，为学生创新训练提供优良的资源与环境。

3.4 完善制度设计，构建长效机制
将科研创新纳入人才培养核心目标。修订人才培养方

案，明确将科研训练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当中 [4]，设立“科

技创新卓越奖学金”，对发表论文、获国家级竞赛奖项的学

生给予奖励。

建立跨部门协同管理体系。成立由教务处、科技处、

学生处联合组成的本科生创新培养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课程

设置、项目评审、资源分配等工作；制定《本科生科研创新

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项目流程及成果转化机制，

避免管理缺位。

3.5 特色化路径：中医药学科创新培养融合
结合中医药学科特点，设立“临床 -科研协同培养”项目。

让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记录临床问题，与导师共同讨论筛

选，找出适当的切入点转化为科研课题，实现临床实践与科

研创新的有机结合。

搭建“中医药古籍数字化创新平台”，组织学生参与

古籍文献数据挖掘，开展 “基于古代医案的现代诊疗方案

优化” 等研究，将传统医学智慧与现代科研方法相融合，

凸显学科特色。

4 结语

通过以上措施，可系统性破解当前制约学生科研创新

能力的瓶颈，构建 “兴趣驱动 - 制度保障 - 资源支撑”的良

性循环，为中医药事业培养兼具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复合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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