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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贯穿在整个医学硕士研究生

培养中的核心目标'

$

(

)如何创造条件#在临床实践中

引导临床医学专业型研究生积极主动探索#采取多种

创新性手段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良好的

临床思维和动手能力,临床科研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

意识#是现代高等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要求和面临

的课题)本文从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目标#对研究

生和导师必备的素质要求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措

施和手段#对于加强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创

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实践价值)

@

!

创新能力培养是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目标

之一

!!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形式#是培养高

层次人才的重要措施#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则是研究生

教育的重要核心目标之一'

1

(

)临床医学是一门尤其

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培养临床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也是近年来研究生培养的一大重点#

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既能看病#又具有不断创新能力

的高水平的临床大夫)对他们而言#包括临床思维,

动手能力,应急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等的综合素质的

培养#是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目标#

而其中创新能力的培养#则贯穿于上述能力培养的始

终'

'

(

)这种创新能力#包括在临床实践中具有敏锐的

洞察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临床诊疗

技术的归纳总结与创新探索能力,临床问题的系统整

体思维和研究能力等诸多方面)

A

!

临床专业型研究生要培养高创新能力所必备的素

质要求

A&@

!

扎实的临床专业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
!

临床医

学是一门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这就

要求临床医生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些基础

知识#不仅是只包括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知识#也包

括其他相关领域的学科知识)只有掌握了本学科专

业紧密相关的基础知识#在临床实践中才可能通过观

察临床现象#发现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分析和解释问

题)这样#对于一些复杂难懂的临床现象#研究生们

才可能借助现有的知识去创新性地探索其本质#并寻

找证据去证实#这就有了基本的科学创新思维)

A&A

!

广博的跨学科专业背景
!

多学科交叉碰撞#这

是产生创新思维的摇篮'

0

(

#临床医学创新也与此类

似)因此#这就要求临床研究生要广泛涉猎相关学科

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临床医学相关专业知识)这样#在

学科交叉领域和边缘学科领域才能更容易找到新的

突破点#去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灵感)比如肾脏病

学的临床研究生#需要掌握与肾脏疾病相关的病理

学,病理生理学,免疫学等基础知识#还有掌握与肾脏

病临床专业相关的内分泌学$如糖尿病肾病研究方

向&,心血管疾病知识$如尿毒症相关加速性动脉硬化

研究&等基础和临床知识)因而#广博的知识结构是

提高临床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

A&B

!

洞悉目前学科的新进展
!

关注并洞悉学科发展

的新进展#这是避免重复研究的关键#也是培养自己

敏锐的洞察力的学科要求#只有这样#临床研究生才

能具有较高的创新敏感性)这就要求研究生们要不

断地查阅文献#了解学科发展的最新进展#熟悉临床

新技术新理论新指南#在临床实践中对一些常见的问

题提出新的思考和见解#或者对一些少见的临床现象

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样才能培养自己的创新敏感性)

A&C

!

良好的现代临床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能力
!

当

今社会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的信息蜂拥而至#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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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增加了筛选有效和有用

信息的难度)因此#如何有效快速地筛查和检索需要

的信息#是高素质临床研究生培养的重要要求#这就

需要熟练掌握和学习一些基本的现代信息管理软件

的应用)就医学专业和生命科学的信息而言#联合使

用
[MIa?!

,

a?!D#,?

,

b""

A

D?<?B!?J

和各学术组织和

期刊官网的
<99

#及时跟踪多种学术期刊发表的最新

研究进展以获得最新的信息和科学进展#非常重要)

新近有一个临床循证医学数据库
S

C

@"!B@?

#可以为临

床医师提供实时的临床医疗信息#对协助医师们进行

诊疗上的判断和决策具有较好的帮助)

B

!

临床研究生导师的素质要求

B&@

!

导师的个人素质
!

个人素质包括人格感召力,

学术作风和知识素质'

2

(

)人格魅力是由导师的道德

情操,情感立场,知识素养和敬业意识等组成的#它常

常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对研究生的

培养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导师的个人素质常

常是研究生对导师崇高精神境界,敬业精神及严谨的

治学态度的肯定的体现#也体现了研究生对导师丰富

知识和非凡才能油然而生的敬佩和折服心理#是对导

师真挚感情的依恋)因此#导师的美好人格形象常常

是研究生直接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和内容#而且这也是

对研究生进行有效教育的重要途径'

)

(

)因此#作为导

师本身#尤其要注重言传身教,规范自己的行为#率先

垂范#要有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勇于

追求真理,尊重科学,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培养良好

的动机和学术道德#严禁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等学术

不端行为)通过这些严格要求自己和同学#在身体力

行中影响和培养研究生严谨务实,淡迫名利,尊重他

人的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积极乐观的

生活方式)

B&A

!

导师的创新性素质
!

创新素质是导师在综合运

用本身具有的综合的知识结构,深厚的医学理论和实

践功底的基础上#在洞悉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动态的

基础上#指导和激发研究生不断创新的能力)这常常

要求导师本身也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较高的研究水

平和较好的指导能力'

-

(

)导师只有站在学科发展的

前沿高地#用自己学术地位和创新精神去激发学生的

创新激情#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及时捕捉学生思维的闪

光点#才能培养出研究生优秀的创新能力)

B&B

!

导师的辐射力
!

辐射力包括知识素质,管理能

力和指导能力)导师的辐射力是导师通过各种有目

的,有计划的教育措施#赋予研究生的直接的最重要

的影响力#也就是把各种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还要

管理研究生#规划他们的科学研究计划,协调和督导

研究进展,经费管理和协调人力资源以完成研究目标

和进展)研究生导师首要任务是*导+#包括导方向,

导方法,导创新,导思想'

/

(

)导师应该在自身研究方

向的基础上给予研究生更多的设计空间#引导研究生

在正确的方向上发挥最大新能力甚至是想象空间#导

师的最大作用在于引导而不是安排学生的科研工作)

C

!

措施和方法

C&@

!

加强临床基本能力的培养训练
!

加强*三基+能

力培养)所谓*三基+培养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的培养)对于临床研究生而言#大部分毕业

后都要做医生#因此*三基+训练的主要核心目标是基

本技能培养#就是导师要运用内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全

新的专业医学知识#结合个人或者他人的经验#训练

临床研究生熟练准确掌握基本的诊疗手法,操作技

能#引导学生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如何去诊治患者#

尤其注重临床动手能力的培养)

C&A

!

组织临床病例分析#注重临床思维培养
!

作为

导师#要多组织专业型研究生积极参加临床实践#参

加专家,教授的大查房,大会诊#参加危重和疑难病例

讨论和死亡病例讨论#通过多看,多听,从典型病例分

析中寻找规律#总结临床经验#引导学生如何去分析,

处理各种病患#培养临床思维)同时#要组织和要求

学生学习最新进展,临床指南和前沿专业知识#结合

临床进行深入归纳总结)

C&B

!

定期开展学术讲座#搭建多学科交流平台'

(

(

#激

发创新思维
!

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创新思维培养的必

要氛围#学术交流则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手

段'

$%.$$

(

)一方面#研究生管理部门要主动和导师一

起#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研究生提供与临床医学和

基础医学科学的专家,教授交流的机会#甚至组织研

究生积极到校外,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另一方面#研

究生则应积极参加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

动#在相互探讨和交流中#从各种争论和怀疑中#可以

解决困惑#展现自我#同时在借鉴他人优秀成果的基

础上#又不要拘泥于他们所有的条条框框#激发创造

性思维#为科研工作寻找新的突破点)

C&C

!

培养临床科研能力
!

要注重在临床实践中引导

研究生激发创新思维#寻找临床科研的切入点'

$1

(

)导

师首先不能一味地只将其学生作为临床工作的助手#

或者单纯把学生当成完成自己科研项目的实施者#而

要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让研究生成为

临床科研项目的全程参与者)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

临床实践活动过程中#要鼓励和帮助研究生主动积极

地从纷繁复杂的临床现象中寻找问题#经过提炼加

工#凝练出一个有临床价值的科学问题#并和研究生

们一起分析#探讨这样科学问题研究的创新性,可行

性和合理性#帮助研究生设计合理的研究实施方案)

在研究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还要注重培养和加强专业

型研究生全面完整收集临床资料并有效的分析整理

能力)

C&I

!

培养团队意识
!

现代社会是一个讲究专业团队

合作的时代#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单打独斗

不可能完成很多复杂的工作和课题)导师可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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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爱好相同的同事,同学组成专业的团队#分工合

作,才能完成很多大型的实验课题#尤其是临床课题)

对于临床研究生而言#导师可以组织较大的临床科学

研究课题#培养科研组织能力和协同合作能力#需要

有意识地培养研究生在临床研究中学会资源共享#引

导和加强相互之间协同合作#培养大家紧密的团队精

神和团队意识#这是创新性临床研究生所必须具备的

素质)

I

!

小
!!

结

!!

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作为近年来研究生培

养的一大重点#因此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贯穿在

整个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核心目标)

这要求研究生本身要有良好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背

景#较强的综合能力%对导师而言#则要求他们具有良

好的个人素质和创新能力#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创造

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平台#引导研究生积极主动探索#

采取多种创新性手段培养他们良好的临床思维和动

手能力,临床科研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只有这

样#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出一个不断开拓进取

的现代临床医师甚至临床专家#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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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医学生未来的

岗位胜任能力#而医学人文素质则是我国未来医务人

员胜任力培养中的关键一环'

$.1

(

)但传统医学教育模

式一直倾向于将医学科学及专业技能视为培养合格

医学人才的重要目标#从而间接地忽略了人文素质在

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导致部分学生因人文素质欠

佳而无法满足自身的岗位胜任力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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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

来医学科技飞速发展#各种诊疗设备及诊疗技术不断

更新换代#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医患矛盾频发#医患

之间的信任危机不断加剧#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医学

院校对人文教育重视不足'

0

(

)由此可见#如何将医学

科学与人文教育紧密融合#全面提升人文教育的效果

与质量#培育出更多的爱岗敬业,德才兼备的现代医

学人才#是新时期对我国医学教育所提出的必然要

求)本文拟通过对重庆市两所医学院校本科学生人

文教育现况的梳理和探讨#为寻找提升我国医学院校

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的新途径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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