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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团队指导模式在中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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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体现在从专科到研究生的多阶段扩大规模。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实要求各层次

的培养同步进行，以对社会发展提供高人才支撑。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从单一的导师培养模式向建立特定的教

学团队培养模式转变。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由 过 去 比 较 单 一 的 学 科 发 展 向 以 培 养 复 合 型 及 应 用 型 研 究

生为最终目标的转变。因此，构建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导师团队指导模式，才能形成合力及教学经验的优势互补，充

分发挥各自学科优势、学术专长、高学历高层次人才的引领与推拉作用，提升研究生指导工作水平。该课题通过对

研究生导师团队指导模式的探讨，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研究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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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互联网上对“导师团队指导模式”“百度”可出现“导师团队指导模式 相关论文（共４２９篇） 百度

学术”，这说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笔者的课题组通过对研究生导师团队指导模式的探

讨，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研究生人才。

自古以来，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注重师承教育［１］。在目前中医类专业型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中，主

要以培养创新型和应用型研究生为目的，主张培养研究生在理论、实践及科研等方面全面发展［２］。另

外，在培养过程中更应注意其医德医风的培养，医德是一个医生应该具有的基本道德品质，成为一名合

格的医生必须要具备仁爱之心及责任心［３］。但专业型硕士学位研究生既要达到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对其

理论和科研方面的要求，又要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轮转任务，面临的压力较大，常常由于培养

及考核方式的不完善导致研究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构建研究生导师团队培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１ 问题的提出

导师团队指导模式在中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虽然已有不少成果，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后，

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已从单一的导师培养模式向建立特定的教学

团队培养模式转变同样面临不少新问题。比如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由过去比较单一的学科发

展向以培养复合型及应用型研究生为最终目标的转变所面临的团队建设问题，师资队伍未能跟时代发

展的要求问题，人才培养预测问题。本课题组仅对新形势下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新目标和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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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研究生导师团队如何更好地接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下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更科学合理地组织

实施研究生教育和能力考察做一些探讨。

培养复合型及应用型研究生的实践发现，研究生的教育仍要进行基础补短，比如国家提出“加快医

学教育创新发展”明确要将医学发展理念从疾病诊疗提升拓展为预防、诊疗和康养，加快以疾病治疗为

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转变，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４］。也提出要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

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教育，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

民健康守护者等一系列新要求。这些新要求使得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既要兼收并蓄单一导师培养模式的

优点，还要建立特定的教学团队，包括融入非医学专业的导，使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协调合作，共同对学

生进行综合培养，这样也能够缓解因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而形成的师资短缺的问题。可以建设高级和

中级职称的综合性教师团队，体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阶梯式特性，推动研究生全程教育活动 深 入

发展。

本课题组通过为期两年的探索，构建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导师团队指导模式，进一步对研究生实行更

全面地指导和教育，使得各导师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促进各学科彼此间临床工作及学术方面的交

流，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提升研究生指导工作水平，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一般资料

选取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４０名，利用随机数字表进行简单随机

化分组，将其分为导师团队组、单一导师组各２０名，分别进行培养和对比观察。

２．２ 研究方法

导师团队组：研究生导师团队的组成会根据研究生个体情况来考虑团队成员的组成结构，为保证

研究生专业工作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指导团队成员在专业结构方面将强调以本学科专业的老师为主、以

相关学科专业的老师为辅［５］。以各研究生导师为导师团队组组长，从中医内科学学科下的三级学科，分

别选出导师团队组副组长１名、成员３名，一共５人一起组成导师团队组。研究生导师团队成员根据各

自专业方向对研究生实施针对性培养，同时在专业知识、临床技能、实验设计与操作、论文撰写等方面完

善对学生的全方位教育。单一导师组：按照常规导师负责制模式进行培养。

２．３ 评价体系

两组均于第４个学期末评价其培养效果，具体细分成中医内科基础理论知识考察、临床实践技能掌

握程度和科学研究水平评估这３个指标的量化考核。考核方法如下：

（１）中医内科基础理论知识考察：由中医内科学教研室统一命题，进行理论考试及阅卷打分。

（２）临床实践技能掌握程度：具体考察指标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组方

用药，诊疗方案制定。

（３）科学研究水平评估：包括发表论文数量、论文产生的影响及实验操作熟练程度、申请书撰写能

力。

（４）医德医风素养评价：制作研究生分管床位的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表，调查内容包括职业道德、工

作态度、医患沟通、举止行为、服务规范等。

２．４ 统计学处理

两组实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版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资料特点采用相应的统计方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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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表１　两组理论考核成绩比较（ｘ±ｓ）

Ｎ 分组 理论成绩 Ｐ

２０ 导师团队组 ７８．３５±５．０３

２０ 单一导师组 ６２．４５±４．０５
Ｐ＜０．０５

３．１ 中医内科基础理论知识考察

考察学生对运用 现 代 科 学 技 术、方 法、手 段 研 究 中 医

基础理论的新成果、新进展及中医理论研究的最新成就和

水平了解程度，见表１。结果：两组中医内科基础理论 知 识 考 察 成 绩 比 较，导 师 团 队 组 研 究 生 考 察 成 绩 较 单 一 导 师 组 更

高（Ｐ＜０．０５）。

３．２ 临床实践技能掌握程度

表２　两组实践考核成绩比较（ｘ±ｓ）

Ｎ 分组 实践操作成绩 Ｐ

２０ 导师团队组 ８６．１７±５．４３

２０ 单一导师组 ７３．５４±４．５５
Ｐ＜０．０５

　　临床实践技能的学习是学生考执业医师生涯

中必须掌握 的 基 本 功，也 是 评 价 其 今 后 是 否 能 够

成为一名合格的 医 生 的 重 要 指 标．同 时 临 床 实 践

技能的培养 是 评 价 临 床 实 践 教 学 质 量 的 指 标 之，

见表２。

结果：两组临 床 实 践 操 作 考 核 成 绩 比 较，导 师 团 队 组 培 养 的 研 究 生 成 绩 明 显 优 于 单 一 导 师 组

（Ｐ＜０．０５）。

３．３ 科学研究水平评估

表３　两组科研水平评估比较（ｘ±ｓ）

Ｎ 分组 科研水平评估 Ｐ

２０ 导师团队组 ９７．２０±１．７７

２０ 单一导师组 ８８．５５±２．４６
Ｐ＜０．０５

　　科研水平是衡量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培养

质量的关键 要 素。考 查 学 生 适 度 参 与 导 师 课 题、

参与学术交流、参与社会调查的能力，（见表３）。

结果：两 组 研 究 生 的 科 学 研 究 水 平 评 估 相 比

较，导师 团 队 组 评 估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单 一 导 师 组

（Ｐ＜０．０５）。

３．４ 医德医风素养评价

通过分别对两组研究生的分管床位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患者对两组研究生的工作态

度、医患沟通和举止行为等方面的满意度均达到８０％以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４ 结　语

本课题通过为期两年时间的探索构建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导师团队指导模式，进一步对研究生实行

更全面地指导和教育，提高了在读研究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程度、临床实践技能水平、中医辨证论治能力

及医德医风素养等，优化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研究生人才。通过导师团

队的初步建设，使得各导师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促进各学科彼此间临床工作及学术方面的交流，实

现教学资源共享，提升研究生指导工作水平，从而为本校建设硕士研究生导师团队打下扎实的基础。研

究生导师团队指导模式相对单一导师带教模式来说具有诸多可行性，但对于这一教学模式还需要不断

进行探索和研究，如对于研究生导师团队各成员导师间的责权划分机制、团队成员的评价激励机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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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师的遴选机制等问题有待解决，研究生导师团队如何更好地接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下的研

究生培养工作，更科学合理地组织实施研究生教育和能力考察，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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