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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索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复试体系&方法
!

针对现行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复试

体系现状!设计问卷!自
10!7

年
!0+!1

月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

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问

卷调查!共发放
!20

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

份&收集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对复试体系建设的意见与

建议&结果
!

在
!!!

份有效问卷中!有
53905C

"

60

(

!!!

$的学生认为现行复试考核不全面%面试和笔试缺乏标

准%存在形式主义等#

"297"C

"

/2

(

!!!

$的学生认为复试时需要主管负责老师并对复试教师进行培训!

60926C

"

67

(

!!!

$的学生认为导师应该直接参与复试过程#

"!9/"C

"

/!

(

!!!

$的学生认为对于复试应建立综合题库!全

面考查考生能力#

/296/C

"

!03

(

!!!

$的学生认为复试应彰显中西医结合专业特色!区分研究方向&结论
!

中西

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复试应以中西医结合专业特点及办学特色为主线!辅以现行有效复试制度!形成具有针

对性强%科学高效的复试体系&

#关键词$

!

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特点#复试体系

#中图法分类号$

!

X632

#文献标识码$

!

N

#文章编号$

!

!67!F"23"

"

10!/

$

!7F203/F02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中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以及-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10!6+1020

年#.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医

药的全面发展已然成为国家的战略计划之一+

!

,

)然

而现阶段的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复试体制很大程

度上不能满足新局势要求&在高质量人才培养与输送

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

1F3

,

)为此&作者紧密围绕中西

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复试现状&对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

生复试以问卷的形式进行了一次调查)通过问卷调

查&找出现阶段中西医结合专业复试工作存在的问

题&以期加强完善复试工作)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自
10!7

年
!0+!1

月对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

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

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

进行问卷调查)本调查几乎涵盖所有有中西医专业

硕士点的学校&收集对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复

试工作的看法)调查为无记名形式&调查对象为中西

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共发放
!20

份调查问卷&收

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592"C

)

?9!

!

方法
!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文献研究

法&对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复试体系进行探索)查

阅与中西医结合专业复试有关文献及相关报道&对目

前国内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发展起源*发展趋势及最终

发展目标进行深入研究&并指导下一步工作的进行)

通过比较不同学校学生及不同层次学生对复试工作

的意见&以期达到研究目的)根据查阅文献和问卷调

查所得出的结果&找出现阶段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研

究生复试工作的问题所在&为解决当前复试所存在的

问题提供帮助)

!

!

结
!!

果

!9?

!

传统复试存在的问题
!

在
!!!

份有效问卷中&

对传统复试存在的问题及对中西医专业考生的弊端

进行调查时&有
53905C

!

60

"

!!!

#的学生认为传统复

试对考生考核不够全面&难以反映考生真实能力%

339!3C

!

3/

"

!!!

#的学生认为面试笔试缺乏标准&科

学性难以保证%

5!925C

!

57

"

!!!

#的学生认为传统复

试缺乏专业针对性%

2/963C

!

33

"

!!!

#的学生认为复

试比较盲目*缺乏科学性)另外&还有
1/972C

!

22

"

!!!

#的学生认为复试缺乏公平&存在形式主义%

!/9"1C

!

11

"

!!!

#的学生认为复试过程缺乏有效的机

制监督人%

20962C

!

23

"

!!!

#的学生认为缺乏有效性)

!9!

!

教师队伍情况
!

!!!

份有效问卷中&有
"297"C

!

/2

"

!!!

#的学生认为需要专家主管负责复试管理工

/302

重庆医学
1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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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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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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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并对其他参与老师进行培训&

!393!C

!

!6

"

!!!

#的

学生认为不需要)

60926C

!

67

"

!!!

#的学生则认为研

究生导师应该直接参与复试过程&可以对考生素质大

概了解&但也有
279"3C

!

31

"

!!!

#的学生认为研究生

导师不需要参与复试过程&经过其他几位老师评价&

可以客观公正地选拔考生)

!9"

!

复试时间方面
!

对于复试中面试部分的时间把

握&有
3!933C

!

36

"

!!!

#的学生认为比较合适的时间

为
!0

!

!5)?B

&

2"973C

!

32

"

!!!

#的学生认为时间为

!5

!

10)?B

&

"9!!C

!

/

"

!!!

#的学生认为为
10

!

15

)?B

&

!09"!C

!

!1

"

!!!

#的学生认为为
15

!

20)?B

)

!9@

!

复试考核学生综合素质方面
!

赞同应考查学生

外语能力*专业知识*实践操作*人文素质的比例分别

为
7!9!7C

!

7/

"

!!!

#*

"/9!/C

!

//

"

!!!

#*

"!9/"C

!

/!

"

!!!

#*

""91/C

!

/"

"

!!!

#%在考查动手能力方面&赞同

考查学生科研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的比例

分别为
539/5C

!

6!

"

!!!

#*

66967C

!

73

"

!!!

#*

719/7C

!

"!

"

!!!

#)在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英语能力问

题上&

"!9/"C

!

/!

"

!!!

#认为考生应该做到英语水平

良好&能够较好地理解与沟通)在专业课笔试方面&

"!9/"C

!

/!

"

!!!

#的学生认为应该建立综合题库&全

面考察&

!393!C

!

!6

"

!!!

#的学生认为应该侧重中医&

建立中医综合题库)除此之外&学生的应变能力考察

也十分重要)

对于复试成绩构成情况&

359/5C

!

5!

"

!!!

#的学

生认为复试成绩应该占总成绩的
20C

!

30C

&

21932C

!

26

"

!!!

#的学生认为应占总成绩的
30C

!

50C

&还有
!5921C

!

!7

"

!!!

#的学生认为应占总成绩

的
50C

!

60C

&

593!C

!

6

"

!!!

#的学生认为应占总成

绩的
60C

!

70C

)其中&

26903C

!

30

"

!!!

#的学生认

为面试*笔试所占比例应该为
5d5

&

1/972C

!

22

"

!!!

#

的学生赞同比例应为
2d7

&

169!2C

!

1/

"

!!!

#赞同比

例为
3d6

&还有
"9!!C

!

/

"

!!!

#的学生认为为
6d3

)

关于研究生复试差额比&有
539/5C

!

6!

"

!!!

#的

学生认为研究生复试差额比应为
!d!91

&

17902C

!

20

"

!!!

#的学生认为差额比为
!d!95

&

/9/!C

!

!!

"

!!!

#的学生认为
!d1

差额复试)

!9F

!

中西医结合专业特色的研究生复试
!

有

/296/C

!

!03

"

!!!

#的学生认为复试应该彰显中西医

结合专业特色%

"!9/"C

!

/0

"

!!!

#的学生认为应该区

分研究方向%

5"956C

!

65

"

!!!

#的学生认为熟读中医

四大经典即可&

13921C

!

17

"

!!!

#的学生认为应该熟

背中医四大经典)

369"5C

!

51

"

!!!

#的学生认为中

医*西医在复试时候考核所占比例应为
5d5

&

169!2C

!

1/

"

!!!

#的学生认为所占比例应为
6d3

&认为中医*

西医所占比例应为
2d7

*

3d6

的均为
!09"!C

!

!1

"

!!!

#)

!9G

!

开放性建议
!

针对在复试中如何既能全面考查

学生素质又能彰显专业特色&提出的建议主要集中在

建议笔试病例分析既要写中医诊断又要写西医诊断&

加入中医和西医的基本操作&注重中西医结合&可结

合社会热点医疗话题进行提问&提供充分时间让学生

自我细陈述&展现自我等)

"

!

讨
!!

论

"9?

!

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科学制订复试工作方

案
!

利用传统复试来对中西医专业考生进行考核存

在很多弊端&例如考察不够全面&难以反映考生真实

能力%面试笔试缺乏标准&科学性难以保证%缺乏专业

针对性%复试比较盲目*缺乏科学性%复试缺乏公平&

存在形式主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缺乏有效性等)

复试应转变管理模式&二级学院设立主管招生部门&

并加强学校统一管理&协调统一管理与二级学院灵活

处理的关系&加强科学选拔&创新工作方式&提高效

率+

5

,

)学校对复试工作做出详细要求&做到程序化*

模式化&二级学院对考核内容*评价标准等做出量化

要求&明确招生复试的组织形式*考核内容*评分标准

及程序*录取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特别是做好信息

公开&及时收集并公布考生关注的信息&做好与考生

的沟通交流+

6

,

)

"9!

!

对参加研究生复试的导师及复试工作人员进行

培训
!

"297"C

的认为复试需要专家主管负责复试管

理工作并对其他参与老师进行培训&这充分说明参与

复试的老师在复试管理工作中角色的重要性&复试工

作组织者应认真完善复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确保

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在复试环节&复试专家组成

员拥有建议权和决定权&他们的工作质量对营造公平

良性的复试环境*保证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顺利进

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示精神+

7

,

&在复试

工作中要选派经验丰富娴熟*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

的教师参与负责复试工作&并对参与复试教师进行系

统培训&提高选拔评价能力和在复试过程中对问题的

处理能力&全面提高复试工作质量)

"9"

!

全面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
!

作为一名中西医结

合专业研究生&需要比纯西医或者纯中医有着更优秀

的综合素质才能更好地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复

试是研究生招生的关键环节&在保证和提高生源质量

方面尤为重要+

"

,

)认真研究当前我国中西医结合专

业研究生复试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复试形式&提

高复试工作质量&全面考核学生综合素质&应包括对

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人文素质*能力

素质的考核+

/

,

&确保选拔出具有潜质的高素质人才&

从而提高招生质量)

"9@

!

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专业特点&探索行之有

0502

重庆医学
10!/

年
/

月第
3"

卷第
!7

期



效的多元评价标准
!

/296/C

的学生认为复试应该彰

显中西医结合专业特色&

"!9/"C

的学生认为应该区

分研究方向&由此可以看出复试过程体现中西医结合

专业特色&并区分研究方向尤为重要)因此&复试时

应充分了解*掌握考生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并对考

生的学习*研究工作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由于进入

面试阶段的考生是经过了初试中对基本素质*一般能

力和学科基本素养的考核&所以在复试考核中需要着

重结合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特点&突出考核学生的专业

知识水平*实践操作和人文素质等&以选拔出具有潜

质的拔尖创新人才)中西医结合应继承和发扬中医

药特色&把握中医思维&整合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推

进中医药现代化&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结合学

校办学特色&将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特色与现行高效的

研究生复试体系进行结合&构建出一套独特的仅适用

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复试方法&建立健全*完

整*高效的复试评价体系)

"9F

!

中西医结合专业复试体系的构建
!

不同专业有

不同的特色&这也就决定了其复试考核的方式也不尽

相同&研究生对专业理论基础知识*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和相关交叉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

影响研究生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对于中西医结合专

业的学生来说&中西医结合专业复试体系的构建应基

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特色&并结合传统的有效复试手

段&尤其是加强学生对四大经典的考察%关于中医与

西医两方面考察也应全面&设立专门的中西医复试题

库&并且对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加以区分)

研究生教育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指导思

想+

!0

,

&是我国实施精英教育的重要途径&其招生选拔

及培养情况关系到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研

究生作为后生力量*国家储备军&更关系到我国人才

储备&为国家输送卓越人才提供重要保障+

!!

,

)在中西

医结合医学中&中医与西医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显现

出其特有的思维模式及明显的临床疗效&中西医结合

是历史的必然+

!1

,

)但是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学的交

叉领域&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研究生的复试方案不能和

单纯中医或者西医的复试方案相同或者类似&应当根

据学校办学特色&以中西医结合专业特点为主线&以

现行的复试体系为辅助&采纳其高效可行之处&在探

索实施的过程中形成中西医结合专业独有的复试

体系)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结果深入分析了研究生招

生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需要改进的方面&探讨了

建立研究生招生质量评价体系的必要性&为提高研究

生复试工作质量*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

础&以促进研究生教育事业健康蓬勃地发展)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提倡中

西医并重的前提下&应结合学校的发展状况&合理控

制招生规模&调控各学科的招生比例&在加强学科建

设的同时&规范招生各个环节的操作&并且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合本校的招生方法&不断改革创

新选拔人才模式&提高招生效率和师生的满意度&建

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制度&逐步提升复试所

发挥的自主作用&以推动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优秀人才

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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