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７６８３／ｘｘｙｘｙｘｂ．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８１２７３７４３，８１４７３６４１）；
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人才专项（编号：２０１３２１１）
作者简介：王宪波（１９６３－），男，河北巨鹿人，博士，主任医师，教授，
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重型肝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欁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欁

氉

氉氉

氉

。

本文引用：王宪波，冯颖，杨志云．精准医学模式下医学研究生教育中科研能力培养的思考［Ｊ］．新乡医学院学

报，２０１５，３２（１１）：１０５４１０５５． 【医学教育研究】

精准医学模式下医学研究生教育中科研能力培养的思考

王宪波，冯　颖，杨志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１５）

摘要：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方向与现代医学发展的程度是同步互动的。现代医学在发展思路、临床需求、科研需求

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和精准医学的崛起、转化医学的新兴发展，更加凸显了科研能力在医学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从而

极大地影响着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教学目的、教学定位、教学内容、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医

学研究生不仅能更好地服务于临床，也能极大程度地提升我国的医学科研水平，是未来医学研究生个体化教育的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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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是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的
总称。精准医学是指整合了组学技术、二代测序、生

物信息学、精准药物研发及毒性测试等，旨在提高患

者特异性、差异化诊断、决策的精准化的医学模式，

是根据个体基因特征、环境以及生活习惯进行疾病

干预和治疗的最佳方法［１２］。回顾人类医学的发展

史，其经历了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

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等几个发展阶段后，逐渐形成

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统一的现代医学模
式；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医学各学科相互交叉渗
透，肿瘤医学等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应运而生；后基因

组时代生物信息学的兴起，又诞生了系统生物医学；

当下，精准医学的迅速崛起也对医学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挑战。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一个现代化医

院不仅要收治患者、防治突发疫情，还需要培养临床

医生、医学生和承担科研任务，由此必然成为集治

疗、预防、科研和教学四项任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务

单位。医学研究生教育作为立足于大众教育基础上

的精英教育，要求针对被教育者的特点和社会的需

求进行因材施教，进行个体化教育目的在于充分挖

掘其潜能，在教育培养过程中激发其临床及科研兴

趣，并引导其将来的职业定位。而在掌握临床应用

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具有科研思路和实验技术，具有

潜力和创新意识的医学研究生，是学科发展的迫切

需求，也是医学科学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

１　转化医学的兴起要求基础医学与临床医
学的交互统一

　　现代医学发展出现了二律背反的态势：一方面，
医学科学与技术发展迅猛，医学研究已经不满足于

普通病理生理学的研究，而是继续探索分子病理机

制，力求从基因水平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另一方

面，随着人类寿命的延续，健康成为人们当下的第一

医学需求，而老龄化社会中人类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现代医学“诊断明确、治疗单一”的发展水平远远不

能满足人类维系健康的需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传统教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

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转化医学是在当前医学教育体系“偏理论轻实

践”的情形下应运而生的，其概念源自美国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杂志１９９２年提出的“ＢｅｎｃｈｔｏＢｅｄｓｉｄｅ（ＢｔｏＢ）”，
即是寻求将基础研究成果尽快应用到临床实践的科

学，目的就是消除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间的屏

障［３］。作为一名医生成长的起点，医学教育应逐渐

融入转化医学模式，即一方面需要适应医学发展的

状况，另一方面更要体现医学发展的要求。而目前

我国医学研究生的教育被严格划分为基础医学和临

床医学。在基础医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过程

中对专业的具体强化，在理论授课时不重视与临床

知识的呼应，容易导致理论知识和临床应用相互脱

节的情况。而在临床教学过程中，重实用性轻理论

的教学模式及对于临床与理论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

识不足，常使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获得

的往往是一些粗浅的治疗思路，而难以探寻疾病表

象下隐藏的分子病理学机制，从临床工作中寻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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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点来进行未知科学理论的研究探索更无从谈起。

在医学研究生的教育中，应重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

学相结合，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从而构建

全新的教学模式，对于提高医学教学的效率、培养更

多应用型人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２　在医学研究生教学工作中培养科研能力
的方法

　　科研思路来自于临床，科研工作服务于临床。
１８１０年德国柏林大学建立初始，即提出了著名的
“洪堡精神”，即尊重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结

合。这是洪堡的大学理念的核心，也是洪堡精神的

实质所在［４］。作者认为，在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也应充分贯彻该精神，达到科研和教学、实践的

有机统一。作者结合多年的研究生培养经历与思

考，提出了以下几个教学思路：（１）师生互动，开放
式教学。在临床实践中，力求在以往教师授课、学生

记录学习的教学模式基础上，逐渐重视和应用启发

式教学法，对于疑难病例，与学生积极讨论其可能的

发病机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联系基础医学理论，

调动学生科研思路和深入挖掘的积极性。同时结合

已有的实验基础，师生共同探讨，深入分析，结合理

论知识引导学生解决临床问题。采用的方法主要

有：启发式提问、开放式讨论、头脑风暴、角色模拟，

同时利用多媒体、国外教学视频等，提高学生在科研

方面的兴趣和思考能力，为进一步发掘有价值的科

研问题从而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２）组织文
献学习及讨论，激励学生的科研兴趣。在临床实践

过程中，不断接触新兴发展的科研技术和学科的新

动向，对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组织文献学习可以尽可能增加学生互相接触的机

会，并促使学生能主动追寻学科动向，树立适合自己

的目标。应努力做到每位学生均能独立进行数次不

同类型的完整的文献汇报，同时培养研究生的口头

表达能力。文献阅读是促使科研思路提高的重要方

法，主要阅读本专业国际上有影响的期刊文献，注意

精读和泛读相结合，对于需要精读的文献应定期在

学科或小组内交流，重点汇报作者为什么做这个工

作，提出了什么问题或假说，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是如

何设计的，最终的结论是什么，从所读文献中自己得

到了什么启发或体会等。一次完整的汇报过程可以

使学生对科研思路有更直观的感受，并逐步形成科

研惯性和自我促进的意识。（３）重视研究生团队的
培养和合作精神。在研究生团队的培养过程中，团

队成员各司其职而又互补渗透显得尤为重要。每个

研究生有其独特的见解和兴趣点，团队中各成员的

互补能更好地引导和开发其科研潜能，并增强其责

任心，达到“１＋１＞２”的作用。主要采用的方法有：
设立科研小组，由一名成员担任小组长，带领组员进

行一项完整的科研设计，从查阅文献、综述到设计实

验方案，从实验技术的学习到实验结果记录和数据

统计，贯彻完整科研流程和思路，并培养其独立撰写

开题、中期和结题汇报的能力；积极召开组会或汇报

会，每人定期汇报自己的课题进展情况并提出目前

的困难及阻碍，团队成员互相探讨解决，以求培养团

队互助合作的关系，达到提高团队科研能力、增强其

感情和凝聚力的目的。（４）提供实验室，增加实验
动物学、细胞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在临床科研设计

中的比重。医学科研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立足于病理

学、病理生理学、组织学、病理学、细胞学和分子生物

学复杂的验证过程，而在实验室的投入往往反映了

一个学科研究深入的程度和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水

平。实验环境的提供、实验动物的购买、实验耗材的

消耗、实验仪器的购买维护等均需耗费大量的人力、

财力，但其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不可替代的。

目前临床科室对实验室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而较多寻求不占用基础资源，进行临床大样本分析

的模式，直接导致了提出问题后难以解决问题，不利

于学科的持续发展。学科自身应将资金倾斜到实验

课的投入；另外，可以采取申请投资、合作的方式，为

医学科研人才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的发展不仅明确了当前医

学研究生培养的定位，即在注重临床基本能力的训

练之上，充分挖掘研究生的科研潜能，培养具有科研

思路和实验技术，具有潜力和创新意识的医学研究

生；而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交互统一、将科研思路

融会于临床教学之中，也顺应了医学发展变革的要

求。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选择优化的教学方式，培

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医学研究生，不仅能满足临

床的基本需要，也能推动学科的深入、持续发展，提

升我国的医学科研水平，是未来医学研究生个体化

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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