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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历史悠久，神农遍尝百草，伏羲始制九

针，传千年而不衰，循统绪而不失，既一脉相承，又

百花齐放，将中国传统医学与养生文化不断发扬光

大，这些都是与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分不开的，那就

是师承教育。

在历史的选择下中国医学教育已实现大规模

院授形式，但是师承教育仍然是中国医学教育不可

或缺的补充手段，如何规范师承教育是需要认真思

考和解决的问题。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从 1991年至今已经完成了三批全国名老中医继承
教育工作，从 2008年起第四批也紧锣密鼓地开展
起来，继承教育的制度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调

整和完善。为了拯救和传承当代名老中医的理论特

色和临床经验，国家逐渐出台了各项制度和优惠措

施，支持和鼓励现代继承教育的拓展和壮大[1-3]。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按照国家要求和

借鉴成功经验的同时，也逐步探索并实践着适合自

己的师承教育模式。

1 理论教学及课程

第四批师承在教学内容中首次规定了经典理

论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要求。规定经典理论学习要采

取自学研究与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位继

承人要以精细阅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及《温病学》等中医经典为主，并再学习一部与所从

事专业有密切联系的专科经典。这一规定首次将中

医经典的深入学习列入到规章制度中，彰显了当代

对于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重视基础理论教育的

学术方向。

在第四批师承学习中，组织了两次集中学习：

1）2008年 8月—10月集中学习了《医古文》、《中医

诊断学》、《中药学》及《方剂学》等中医经典，夯实了

理论功底，领悟古籍精华，为下一步进入临床跟师

奠定了良好基础。2）2010年 11月进行为期半个月
的第四批师承学员基础理论课（四大经典课）集中

授课。并对申请学位的继承人进行专业课考试。组

织参加名老中医如张琪老师、段富津教授等对四大

经典独到见解的学术交流会。从更高层次上指导继

承人在临床当中对四大经典的理解和应用。

2 临床师承管理与考核

2.1 师承管理

2.1.1 组织管理 为了更好地完成师承教育，加强

师承工作的管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成立了“老中医药专家经验继承工作办公室”。由院

长、副院长担任主任、副主任，相关职能部门为主要

成员，办公室设在继续教育科，设专人负责，并明确

了工作职责。

2.1.2 管理制度明确 制定了师带徒工作管理办

法，办法中明确了各项管理和考核制度以及出师验

收标准等，从制度上规范“师带徒”的管理，使得各

项工作有章可循。

2.1.3 管理过程严格 继承办公室定期对所有继

承人进行月考核、阶段考核（含季度考核）、年度考

核。通过检查继承人跟师笔记、出诊时间等项目，督

促继承人保证跟师学习的质量，并做好记录，收入

个人档案。不定期召开师承工作会议，及时解决师

承工作中的问题，每半年对师承工作进行阶段总

结。加强对指导教师带教的督导工作，督促指导教

师对继承人撰写的学习心得、临床体会、临床病案

进行批阅、指导，全面系统地使继承人掌握导师的

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或技术专长等精华，提高临床

诊疗或技术水平。

2.1.4 管理规范化 建立跟师档案，完善资料管

理。统一制定“师带徒”跟师学习专项记录册、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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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考核表和季度考核表等，督促学员认真及时记

录笔记、病案和心得体会。为进一步强化临证能力，

整理名医经验，查阅原始资料奠定基础。

2.2 考核方案 医院负责指导教师及其继承人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的日常事务管理，组织阶段考核。

继承工作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阶段考核、结业考

核和出师验收。

1）平时考核由指导老师负责进行。主要考核继
承人平时学习情况、跟师临床和独立临床时间。师

承教学过程中，指导老师通过言传身教，指导继承

人临床操作以传授自己的经验和专长，其时间每周

不少于 1.5个工作日，要对继承人撰写的学习心得、
临床体会、临床病案进行批阅、指导，批语须在 100字
以上。继承人临床和实际操作，细心揣摩，以检验跟

师之学，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其时间每周

不少于 1.5个工作日，独立从事临床或实际操作的
时间不得少于 2个工作日。平时继承人应将跟师随
诊或操作进行记录，并及时整理和总结跟师及自身

实践的心得体会，每月完成 1篇不少于 1 000字的
学习心得。

2）单位考核。单位职能科室进行经常性的督
促、检查，每年按照规定的教学内容和要求进行考

核，对考核不合格的项目，要求继承人重新完成。对

于无法完成学习的继承人，予以淘汰。制定各种《考

核表》，每次考核存入继承人专门档案，并报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3 教学方式和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做到老师当面传授与学

生自己学习、实践与理论、继承与整理材料相结合，

发挥指导老师和继承人双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教学形式上，继承人采取传统的跟师形式，

和导师朝夕相处，使继承人获得大量鲜活生动的感

性临床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

床经验的总结、继承更显得扎实而丰满。另外，继承

人在跟师的过程中，还将对导师的经验作出专项的

课题研究。因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活跃的学术思想

与现代科研方法的有机结合，使继承人的论文更加

具有针对性和开创性。继承人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指

导，密切结合临床实践，采取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

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经过开题报告、撰写论文与

论文答辩，使中医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疗效得以进

一步提高，在创新中医学术、促进理论发展及中医

教育改革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4 总结成果

通过 3年的学习，继承人无论在基础理论研
究、临床能力培养、科研立项水平等方面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自进岗 3年以来，以 16位继承人计算，
撰写论文 112篇，平均每人 6.7篇；已发表论文 89篇，
其中第一作者共计 68篇；论著 34部，平均每人
1.8部；已出版 19部；科研立项 24项；大多数开设了
专家门诊。

中医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古代和近现代教育模

式的发展变化，师承教育以其独特的魅力以及适应

中医学术特色的教学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其培养模

式也正在摸索中进步，在改革中完善，在中医的继

承和发展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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