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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工作

张沐霖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摘  要｜着重分析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解

决对策，以便确保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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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

1.1  临床能力不突出

尽管是明确的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但在实际中，大多数导师在制

订培养计划中仍存在着“轻临床重科研”的倾向。临床实践近两年半的时间（七

年制学生为两年），大部分学生把精力集中放在课题的完成和毕业论文上，而

且大部分课题为了凸显“水平高”，都会不自主地加重基础研究的比例，而能

够转化为临床应用的应用型课题研究明显不足。不能结合临床实际，更不能用

于临床，轻实践重科研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临床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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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平的培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学专业研究生临床能力的培养。

1.2  临床考核体系不完善

临床能力是临床医学学位教育的核心，临床能力考核标准和办法是保证临

床医学学位授予质量的关键。根据国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我校

制定了临床型研究生培养和临床能力考核方案，但不够细化，没有量化和统一。

临床技能虽有专业区别，但其临床学科性质是共同的，这使得各专业学科临床

能力的考核没有统一标准，也使导师制订研究生个体化临床培训计划缺乏依据，

如何做到客观、有效、公正全面地评价临床能力，还有一定差距。

1.3  学位论文质量有待提高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申请学位的主要依据。学位

论文不仅能反映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更能看出其科研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尽管以培养临床实际工作能力为目的，

但作为医学高素质人才，决不能忽视对其科研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而目前大多数

临床型研究生对临床研究方法缺乏基本的认识，阅读文献能力较差，不具备临床

研究设计和评价的基本能力，有关临床干预多种措施的复杂性和疗效优势不能很

好总结、提炼，导致论文选题不明确、设计不合理、结论不客观等问题。

2  对策

2.1  突出临床能力培养

医学专业是一个经验性很强的学科，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有近 28 个月的

临床技能实践时间，对临床技能应有很高的要求，其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的临床

分析思维能力，能独立处理本学科领域内的常见病，能对下级医师和实习医师进

行业务指导，达到卫生部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中规定的第一

阶段培训结束时要求的临床工作水平，掌握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能结合临床实际，学习并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因此，临床型研究生的

培养应大力加强临床技能的培养和考核。首先应在课题的选择上进行相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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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临床特点，引导研究生和导师确定临床实用型研究课题，在完成课题的同时

加强临床技能的培养，避免课题与临床培训脱节；其次是加强各级临床技能培训

与考核措施：比如规范临床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各项医疗行为，并由专家组对此进

行检查；聘请操作规范的专家、教授，组成临床实践技能指导小组，定期为研究

生安排临床操作示范，规范研究生操作手法；轮转科室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尽量

多为研究生提供学习机会，提高研究生动手能力；健全各级学科导师组，在导师

与研究生人员不对等的情况下，指定副高以上教师指导研究生临床工作，尽量做

到一人一师，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医院管理部门定期组织某方面有所专长的专家

或学者作专业知识及临床技能操作报告，给研究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空间及机会。

2.2  严格考核制度

在制定了一套科学合理的临床培养方案后，相关的考核制度也直接关系到

培养质量，应制订完善的考核制度，如轮转科室出科考核，中期基础知识考试，

中期临床实践技能测试，毕业临床实践考核，末期综合评估等一整套切实可行

的考核制度。应重点组织好二级学科的考核小组，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把握

好理论考试、技能考核，公正评分关，力求使研究生的考核工作做到规范、公正。

应采取研究生管理人员和学科专家组共同审议的办法，严格按照考核要求进行

考核。临床型研究生的考核可分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两部分。基础理论知

识为笔试内容，考核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临床技能考核是对实践操作技能

的考核，两者结合起来共同考核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各项考核尤其是中期考核

应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各项考核均达标者，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培养，否则

需延长培养年限或作结业处理。

2.3  提高临床科研能力

临床科研能力是研究生实现临床和科研紧密结合的重要桥梁。其学位论文应

反映出学位申请人已经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以及从

事临床科学研究的能力。其学位论文的选题，对临床型硕士而言，主要是病例分

析报告、随师临床经验总结或临床病例总结，要求有创新的见解。在临床型研究

生的培养工作中，要重视选题、开题、课题开展、论文撰写和答辩等各环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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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严格把关，切实发挥指导作用。如选题要紧扣临床应用，在开题报告工作阶段，

要求学生通过撰写开题报告掌握前瞻性或回顾性临床科研标书的书写要领，课题

开展过程中，要撰写阶段小结，并定期向导师和科室汇报，规范论文答辩，可由

二级学科聘请专家进行统一答辩，提高答辩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培养国家迫切需求的应用性人才意义重大，

我们必须勇于探索，大胆改进，使其向着适应临床研究生培养的方向迈进，提高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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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for clinical medicine master degree, and 

discusses the solution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postgraduate students 

for clinical medicine in ou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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