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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实践
宋春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100700）

摘要：中医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体现了中医研究生教育与中医师承教

育相结合、专业学位培养与传承工作要求相结合、名师传承与导师指导相

结合的特点。中国中医科学院积极开展中医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实践，注

意突出中医师承教育的特点，把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将经验继

承与创新研究相结合，借鉴研究生教育要求，以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为

主线，以学术传承与创新研究为内容，重视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总结，

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和深度挖掘，提升了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继承工作的高度，丰富了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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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攻读临床医学（中医师承）专业学位是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中医师承教育的创新

发展。

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及与中医师承专

业学位衔接工作（以下简称“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实施单位，承担了本

院所属 6个院所、卫生部 3个直属医院以及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申请

中医师承专业学位继承人的培养工作。

为使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有序开展，保证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质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与相关中医药主管部门以及培养单位紧密配合，进一步提

高认识、统一思想、科学规划、加强管理，重点围绕导师聘任、学位课程

设置、学位论文开题及答辩等环节，开展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实践，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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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医药特色的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1、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科学规划实施方案

中国中医科学院高度重视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认真研究论证师承与

学位衔接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院领导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究中医

师承专业学位工作特点与要求，针对导师聘任、课程教学、跟师实践、论

文选题、科研实施、验收答辩等工作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并组织管理干

部深入培养单位，向继承人及指导老师进行宣传讲解。

由于思想重视、认识统一，各管理部门及培养单位对师承与学位衔接

工作进行了周密设计、认真部署和正确指导，使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得以

稳步推进、有序开展、圆满完成。

2、遵循中医人才成长规律，做好导师聘任工作

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既要遵循中医人才成长规律，又要严格遵守国家

教育法则。为此，中国中医科学院在相关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把做好

申请中医师承专业学位继承人指导老师聘任工作，作为启动师承与学位衔

接工作的第一重要环节。院领导带领专家组进行实地调研，组织召开指导

老师、继承人及管理干部座谈会，认真复核材料，听取工作报告，进行政

策宣讲和带教指导。中国中医科学院严格按照国务院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

由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聘任老中医药专家为临床医学（中医师承）专业

学位导师，并颁发了导师证书。

中国中医科学院还严格审核申请中医师承专业学位继承人的成绩和资

格，向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发出了录取通知书。

3、突出中医师承特点，创新课程教学方式

为进一步优化中医师承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课程设

置上发挥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师专家众多的优势，汇聚优质教学资源，选聘

有丰富临床教学经验的著名专家担任教学工作，力求突出中医师承的特点，

以中医经典与临床、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医临床科研方法为主干课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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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学员参加中国中医科学院发展讲坛，并为学员举办了中医临床课题的选

题与申请，核心期刊论文撰写等专题讲座。

针对继承人在职和异地学习的特点，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了两期中医

师承博士专业学位课程学习班，全脱产集中学习，每期 2周。学习班采取

集中授课与自学辅导相结合、研究生课程与传承工作要求相结合, 提高理

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同时引入中医案例教学，组织进行互动

讨论等，进一步强化教学效果。

申请中医师承硕士专业学位继承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与中国中医

科学院在职申请硕士学位课程班学员同堂上课，重点学习中医经典与临床

研究等课程。

学员们反馈，中国中医科学院开设的学位课程，既突出了中医师承专

业学位的特点，又使学员在深入理解和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基础上，掌握了

中医临床科研的思路与方法。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学习，开阔了视野，拓宽

了思路，为做好师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把握中医传承主线，做好论文开题工作

中医师承专业学位论文既是继承人跟师学习成果的体现，又要能够反

映出继承人独立从事中医临床和科研工作的能力。为了指导继承人把握好

中医师承主线，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科学院制定了《临床医

学（中医师承）专业学位人员开题报告编写要求》和《临床医学（中医师

承）专业学位论文要求》，并多次深入继承人培养单位进行内容与要求讲解，

强调中医师承专业学位论文一定要体现中医师承工作的原旨，既要有对导

师临床经验的总结、学术思想的传承，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挖掘，

有所创新，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通过与学位衔接工作得到

进一步凝练和提高。

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专家参加了所有继承人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围绕中医师承专业学位论文的特点与要求，结合不同的专业方向进行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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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指导。对个别选题不当、未突出中医师承特点，问题较多的开题报告，

要求其修改并重新开题。

为了保证（中医师承）专业学位授予质量，所有学位论文答辩均由中

国中医科学院组织集中进行。第四批师承申请（中医师承）专业学位的 57

名继承人，分别于 2012 年（52 名）、2013 年（5 名）获得（中医师承）专

业学位，并参加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隆重的年度学位授予仪式。第五批师承

申请（中医师承）专业学位继承人的培养工作，正按照既定方案实施中。

5、加强管理部门沟通联系，共同做好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

加强与相关中医药主管部门以及培养单位的沟通联系是做好师承与学

位衔接工作的保证。中国中医科学院与有关省区中医管理局以及各培养单

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建立了联系人制度，定期沟通信息、协调进度，共

同协调组织完成各项工作。

在各管理部门共同努力下，通过认真组织文件学习与政策宣讲，各培

养单位、指导老师以及继承人对各自的责任、任务明确。我们还注意充分

调动培养单位和指导老师的积极性，及时解决继承人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为做好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指导老师言传身教，孜孜

不倦；继承人勤奋努力，中医理论水平和临床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6、大胆实践，探索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新模式

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体现了研究生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专业学位

培养与传承工作要求相结合、名师传承与导师指导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大胆开展师承与学位衔接工作实践。注意突出中医师

承教育的特点，把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基本要求，以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

承为主线，以学术传承与创新研究为内容，重视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总

结，将经验继承与创新研究相结合，借鉴研究生教育要求，对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和深度挖掘，有凝练和升华，提升了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继承工作的高度，丰富了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