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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师承教育在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中医学的学习以古代沿袭下

来的中医知识及历代医家经验为基础,而其临床诊疗思路却需要更多的思考与体会,因此师承教育在此刻

就彰显出了它的重要性。 在师承教育的模式下,我国已经培养了大量的中医人才,但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本文从师承教育定义、起始与发展方面入手,探讨师承教育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影响与不足,以及如

何在时代冲击之下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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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承教育作为传统的中医人才培养方式,已培

养出数不胜数的中医大家,如上海蔡氏妇科名医七

世的蔡兆芝、蔡小香及竹林寺妇科传人等[1] ,为中

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传统的师承教育模式逐步与现

代教育模式相结合,并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而发展

为如今的“师承教育+院校教育”模式。 在当今的文

化大环境下,此模式也展现出人才培养进度缓慢、
培养人才能力不足、诊疗经验缺乏等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影响

了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 本文提出了现代师承教

育模式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的影响与不足,并讨论

了师承教育在当今时代冲击下应怎样面对挑战,如
何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承及高质量中医药人才的

培养。
1　 师承教育的内涵

　 　 师承教育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教育方

式,也是一种师生关系的传承方式,它是一种个性

化教育,是一种具有历史感与传统感的传承文化的

教育方式,是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传统人才培养模

式。 中医师承教育以言传身教、传承学术经验为特

点,以中医药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思辨特点、认知

方式、医德修养为主,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

中医理论和诊疗技能。 这种教育方式在古代非常

普遍,现在虽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但是

中医师承教育仍是中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今的师承教育主要应用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也
是民间中医人合法化行医的唯一途径,与常规规

培制度及本科实习生培养模式不同,中医师承在

保证跟师学习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学生的日常工作

与学习的进行,跟师后学生自行总结诊疗经验及

技巧,注重跟师与临床并重[2] ,且对民间中医人具

有出师考核制度,需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
而常规规培制度及本科实习生培养模式则以临床

为主,并无跟师学习一说,主要在住院部行科室轮

转,主管患者从入院至出院的相关事宜,在中医药

治疗应用方面相对薄弱,在本质上较难有诊疗思

维的提升。
2　 师承教育的起始与发展

2. 1　 师承教育的起始　 正如《辞海》中所说的“一

脉相承”,中医历史悠久,而中医师承教育也同样源

远流长。 关于师承教育,最早要追溯到岐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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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岐黄以来,民间医学的传承就以师承为基础模

式,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先有秦越人扁

鹊受长桑君之医术传授,通过领悟后依言行事,可
以视见垣一方人,看病尽见五脏结,随后又带徒行

医;后又有太仓公淳于意喜好医术,“高后八年,更
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 “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
死生多验”。 除此之外,据《旧唐书·孙思邈传》中

记载,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

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之”;叶桂,清代四大温病学

家之一,《叶香岩传》中所云:“年十四,翁弃养,君乃

从翁门人朱君某,专学为医。”
2. 2　 师承教育的发展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中医

师承教育的历史发展也颇为曲折。 在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中医师承教育仍是中医继承发展的基

础,而随着国门的打开,西医流传入国内,传统中医

及中医师承教育遭受了不小的冲击,中医的发展

“寸步难行”。 直至解放后,中医师承教育才开始迎

来春 天, 其 简 要 分 为 5 个 阶 段[1] 。 第 一 阶 段

(1949—1958 年):此时期学徒制处于鼓励和引导阶

段。 1956 年,卫生部就中医学徒制中的带学徒方

法、学习时间、要求等问题发布了指示和计划,对学

徒制教育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并颁布《关于开展中

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是现代中医师承制度之始。
1958 年,卫生部要求中医教师学习老中医的学术经

验,并制定了条例。 第二阶段(1959—1998 年):中
医师承教育受到政府重视,以公立高端师资培训为

主,已公布的中医药师资培训政策包括《全国老中

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管理办法》 《采取紧急措

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实施细

则》《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的决定》。 第三阶段(1999—2005 年):
开始加强医师队伍建设,实行执业医师考试制度,
明确取的医师证书的办法。 此时,尚无明确的考试

方式,由教师培训的中医面临非法行医。 第四阶段

(2006—2015 年):卫生部发布了第 52 号令,对向老

师学习的过程作出了明确要求,指出了学习人员的

学历、与老师相处的时间、对老师的要求。 最后制

定了教师考试规则,颁布了《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

书》。 第五阶段(从 2016 年至今):此阶段更加重视

实训模式下的中医学习。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明确提出了师承教育人员可通过相关部门组

织的考核而取得中医执业资格。 如今,师承教育与

院校教育相结合, 实现了课程、 实训、 临床三合

一[3] 。 从以上各阶段来看,我国在中医人才培养方

面越来越重视,使得中医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瑰宝之一得以延续。
3　 师承教育对中医人才培养的影响

3. 1　 促进中医药文化及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

展　 中医师承教育为师传生受的模式,注重师与生

的传承关系,老师将自身的毕生所学及个人经验以

临床跟师、侍诊的方式授予学生,学生从中揣摩老

师的常用方药,将病证与选方对应到古代文献之

中,从而得到自身的提高[2] 。 而在古文中不乏见到

“授以内经”等字眼,由此医学古籍文献大程度地得

以世代流传,在此基础上,后世医家在学习这些古

籍时所产生的新的理解及感悟便有了新的注释,或
是在此基础上对前世医学古籍做出补充完善。 这

使得类似于《黄帝内经》《温病学》 《伤寒杂病论》等

中医经典及“风为百病之长” “胖人多痰湿” “六气

皆从火化”等的学术思想得以流传至今,并在此过

程之中不断得以充实完善。 除此之外,师承教育也

更为注重医德之风的传承。 孙思邈曾言:“美药勿

离手,善言勿离口,乱想勿经心。 常以深心至诚,恭
敬于物”,提出了医家修身养性时所应遵守的道德

原则,而在《大医精诚》中也可见“损彼益己,物情同

患”“杀生求生,去生更远”之论,因此医者的修养在

其从医师涯中尤为重要,而师承生受的模式对医德

的传承也尤为凸显,老师对患者的态度常可影响学

生,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从而促进医德之风的

建设。
3. 2　 促进中医学术流派“百家争鸣” 　 上海蔡氏妇

科的“带下在邪湿热、在脏肝脾”及“闭经不过血滞

血枯而已”等学术精要代代相传,流传至今;浙江乌

镇是学术流派的发源地之一,曾出现过钱塘医派、
孟河学派等,乌镇派中至今仍有后人活跃在医界;
竹林寺女科流传甚广,对近代妇科学的普及和传播

有着极大的贡献。 所谓“术业有专攻”,伟大的中医

文化又细分为不同的学术流派,大到“补土派” “滋

阴派”等,小到家族医业、地方流派等,各流派的辨

证思路及用药习惯各有不同,而师承教育不仅完整

传承了各流派的学术思想,使得各流派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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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得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在传承过程中更加精进。
虽非所有流派均通过师承教育得以传承,但不得不

承认,师承教育在流派学术思想的延续上功不可

没,以便于各流派传人通过这种方式将其流派的学

术思想发扬光大。
3. 3　 师承教育易于培养出中医思维能力较强的中

医人才　 在传统的师承教育当中,学生白天跟随老

师出诊,晚上学习。 相对而言,在这种模式下学生

侍诊的时间更多,在接诊中的体会与感悟更多,包
括老师的诊疗思路与习惯、患者出现的特殊情况、
如何对症下药及老师的用药经验等。 而到了晚上,
学生总结与体会白天的跟诊情况,逐渐形成自己独

特的诊治思路,直至自己能独立完成诊疗,便可出

师。 在如今的师承教育当中,学生的跟诊时间虽与

之前相对减少,但学生跟诊之余从事自身的工作与

学习,做到跟诊与临床并重,并将自身在跟诊时的

体悟应用于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有利

于中医思维的培养。 对于社会师承人而言亦是如

此,而如今普通的培训模式学生仍以临床为主,诊
疗仍偏向西医化,因此比较而言,师承教育更易培

育出中医思维能力较强的中医人才。
4　 当今师承教育存在的不足

4. 1　 学生的基础知识不牢固　 当今的师承教育是

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的结合体,对大部分学生而

言,从小并未处于中医文化的熏陶之下,在刚踏上

中医学习之路时难免会觉得中医学很“玄学”。 其

次,中医学习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服务百姓。 在

如今的学习制度下存在着不少为考试而学或太过

注重此目的而忽视自身知识积累、能力充实的学

生,在临床跟师时缺乏思考,不与书本知识及自身

实际相联系,在跟师过程中难以产生较多的收获与

感悟。 另外,中药学、方剂学及中医内外妇儿科是

诊疗过程当中的基础,是前人总结下来的有效治病

途径,因此当今的师承教育模式下更应重视中医基

础知识的夯实。
4. 2　 学生的眼界和诊疗思路狭隘　 如今的师承教

育下,很少见到一个学生拜多位老师的情况,多是

多个学生跟随一位老师,如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易造成思路的单一化且易出现照本宣科的现象。
学生在跟随老师学习时大多参考老师的个人经验,
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老师的个人经验色彩就较为强

烈,学生们常常难以跳出这个范围,从而造成诊疗

思路的狭隘。
4. 3　 学生缺乏诊疗经验 　 在门诊过程中,需要医

师快速地对患者的情况作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合

理地对证用药,在此过程中能锻炼学生们的临床能

力,但如今的跟师时间与传统师承教育相比并不充

足,学生在跟诊过程中独立诊治的机会也比较少,
因此学生往往不能十分充分地吸收到老师的真才

实学,易造成学生能力提升进度缓慢的弊端。 另

外,中医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耗时较长,学生需要大

量时间对自身进行沉淀,因此跟诊时间的增加也尤

为必要。 锻炼学生独立诊治的能力,使其积累充足

的诊疗经验,从而提升中医人才的水平。
5　 师承教育的创新发展策略

5. 1　 提高师承教育社会认知　 目前中医学习采取

师承教育+院校教育的模式,传统的师承教育模式

的应用及中医师傅的数量逐渐减少,传统师承教育

这条路越走越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承困难,因
此加大师承教育的社会认知与影响就显得尤为重

要,要对中医文化感兴趣但缺少机会进入院校学习

的群体提供路径,促进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在当今“弘扬中医药文化”号召的支持下,结合当今

社会碎片化阅读的现状,从公众号或网络短视频等

平台入手,增加中医药文化的普及度并不是难事,
此外学校也是宣传师承教育的重要场所,要在此基

础上依托流派及名师,加大对传承工作室的建设,
提高其社会知名度。
5. 2　 加强对师生的考核　 目前中医学生基础知识

不牢固,对中医药的理解与应用多停留于表面,这
使得学生能力难以达到质的飞跃,因此应注重对老

师与学员的全面发展,提高师资力量与生源质量,
以各学术流派思想为基础,加强对中医经典古籍的

学习,培养当代中医人的中医自信,相信中医、敢用

中医,使学生们在“背经典”的基础上熟悉经典、运
用经典[4] ,提高中医人才的能力水平,提高中医社

会影响力,促进中医文化的现代化。 要在掌握中医

理论基础的同时注重与现代医学文化相结合,了解

当今疾病的发展与转归,充实学生理论基础,以便

于准确辨证而论治。 加强考核则是尤为重要的一

步,可减轻老师的个人经验影响,也可促进学生对

中医学理论知识的掌握,切实解决当今的师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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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生基础知识不牢固的问题,增强中医经典的运

用,促进中医药高质量人才的培养。
5. 3　 改革师承教育教学方式　 师承教育目前的应

用程度并不广泛,因此对其进行改革也在理应之

中。 疫情之后,“线上教学”兴起,在院校教育的基

础上开设相应的网上教学课程及师承教育专题学

习[4] ,增加直播与回放,留置部分开放性思考题目,
以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其次,定期举办师生共同参

与的师承教育线上交流会,提出并解决在教学方式

改革途中所遇到的困难,不断改进和完善师承教育

的教学模式,在会议中可加入中医医案病例讨论,
从不同角度对患者发病机制、辨证思路及选方加减

进行分析讨论,拓展学生的诊疗思路,针对性地解

决师承教育下易造成学生的眼界和诊疗思路狭隘

的问题,同时打破流派与地域差异的壁垒,推动“一

生多师”新局面的开创,敦促学员从不同角度对病

例产生思考与诊疗感悟。 再者,开设师承教育的主

题论坛及相关疑难杂症专题探讨,学生可在论坛上

突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发表自己的

感悟,由老师对其答疑解惑或就此展开讨论,让学

生可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难题,有效率、有针对

性地提升学生薄弱部分。 另外,由于中医人才培养

耗时较长,因此在院校教育阶段时增加生随师诊的

时间尤为必要,在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完成后可为

学生分批分次分配见习,并指定指导老师[5] ,使学

生实习之时在临床实践中对知识能有进一步体悟

提升。
5. 4　 加强中医科研力度 　 无论从时间、精力、资

源,还是从老师的指导而言,当今师承教育当中的

科研力度缺乏,要促进师承教育创新性发展,就要

加强对中医药本身的科研力度,发现新理论、药物

的新应用,并论证其科学性,使临床能合理选方、合
理用药,在治疗疾病时发挥中医药的最大成效;提
升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度也是加强中医科研

力度中尤为关键的一步。 在完整的中医理论基础

上创新发展各流派的学术思想,与现代医学科技相

结合,推动中医科研发展与中医药文化的现代应

用,提升现代社会的中医自信,使学生相信中医、敢
用中医,如此激发其对中医药的深度研究。 其次,
在当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中成药的运用并不少

见,这不仅提升了中药的适口性、便携度,也避免了

煎煮错误带来的药效流失。 因此,可研究应对各疾

病的新型中成药,使学生的知识得到更好的发挥与

应用。
6　 小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师承教育对中医人才培养及中医的

传承具有重大贡献,在师承教育的不断与时俱进之

中,其也在不断完善,不断彰显出中华传统医学的

魅力。 国医大师朱良春曾言:“经典是基础,师承是

关键” [6] ,在注重传承的同时应重视基础知识的夯

实。 有了坚实的基础,在面对临床案例时才能从容

不迫,不断地提高学生的临床能力扩展学生的眼

界,体会中华传统医学的魅力。 此外,现代与传统

的融合是师承教育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将师

承教育与现代医学文化相结合、不断充实壮大中医

药文化本身,加强科研力度,对师承教育的教学方

式或制度进行创新改革与拓展,才能更好地培育出

优秀的中医人才。 在这个过程当中,推动师承教育

与现代教育制度的紧密结合是实现师承教育创新

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必由

之路,是推动我国医药文化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而对师承教育创新性发展的探索仍山遥路远,因

此,在往后的探索之中应以培养高质量中医人才为

目标,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导向,注重

夯实学生基础知识与提高学生临床能力水平并重,
不断推进师承教育与现代教育制度的紧密结合,培
养出为社会所用之有口皆碑的中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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