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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和谐理念打造文化校园

 该有一部全本《黄帝内经》教材了

 中医人才培养应以“院校教育”为主 

“师承教育”为辅

 提高临床能力 

需先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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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医医医医人才培人才培人才培人才培养应养应养应养应以以以以““““院校院校院校院校教教教教育育育育””””为为为为主主主主    

““““师师师师承承承承教教教教育育育育””””为辅为辅为辅为辅

□ 黄海龙 深圳市人民医院

  在贵报上，笔者读了很多关于中医教育是“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谁主谁辅、孰优孰劣的文
章，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我国的中医院校教育应该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才真正兴起的，虽然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但
是不影响它在中医药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关于中医师承教育，在过去的历史上曾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逐渐被院校教
育所取代。因为师承教育也存在许多弊端和不足，如学术交流的局限；培养的人数有限，难以满足社
会的需求；不管是家传或师承所传授的中医知识和医学技能，都没有统一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质
量难以控制，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受到限制。这种教育模式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将加重看病难。因
此它只能作为中医药院校教育的辅助。 

  什么时候中医的师承教育可能发挥作用呢？笔者认为，在院校教育培养的人才中，经过了10年的
临床锻炼后，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有较好的临床经验，在定向培养高级尖端人才时，可以选派到中医
专家门下学习，如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庆其教授，他是国医大师裘沛然的门人，研究生毕业后，又跟裘
老学习，是我国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这种名师收高徒的师承教育，可能培养出高级人才。再
从30位国医大师中举例说明：他们中不少是解放前中医师承如师传徒、父传子教育培养出来的，解放
后又选派到北京、或上海、或南京、或成都中医药大学再进修。 

  所以，笔者认为中医药院校教育是普及教育，中医药师承教育是继续再教育。两者的关系是主次
关系。只有二者相辅相成，各自发挥优势，互相弥补不足，共同发挥特长，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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