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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思路，能返朴归真，掌握《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方法。

《伤寒论》是中医经典医著，其核心是中医辨证论治精髓，其内容虽不象《黄

帝内经》包含了天文、历法、地理、气象、数学、生物、社会、心理、哲学等古

代中国多学科研究成果，但其辨证思维模式同样贯穿于始终。以方证归纳法教学，

实质是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创造让学生转换思维模式，让学生在学习中更好掌握《伤

寒论》的辨证方法和思路。

中医学专业张仲景学术思想方向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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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国医学院前身是1985年成立的张仲景国医大学，1993年经教育部和南

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入南阳理工学院，中医学专业是该院较早开设的专业，2006

年通过教育部评估，升为本科专业，为该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提出新了

的挑战，中医学专业如何定位?如何才能办出特色?如何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我

们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

方法的研究与实践”【l】的要求，在对兄弟院校中医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广泛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结合我院实际，确定中医学张仲景学术思想方向为专业方向，做为学

院重点发展的特色学科，力图在地方性和应用型方面形成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

1中医学专业张伸景学术思想方向人才培养方案改革背景

高等中医药教育历经50年的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就，然而面临现代医学的

飞速发展，以及不断出现的“取消中医”风潮时，也着实暴露出一些问题：继承不足，

创新不够。表现在中医教育上，课程设置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然而课程体系又

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问题。因此，开展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势在必行。

南阳是医圣张仲景故里，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医药文化底蕴

深厚，中药资源丰富，素有“天然药库”之美誉，“八大宛药”享誉世界。得天独厚

的人文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了研究中医药的浓厚氛围和雄厚实力。近年来，南

阳积极实施“张仲景医药创新工程”，以医药文化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现

代科技，推进技术创新，形成医、教、研、产、工、贸为一体，突出中医教育、

研究、诊疗，中药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体系，是振兴南阳经济的一

大产业支柱。河南是人口大省，南阳是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中医药产

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的医疗现状为学生提供了广阔就业空间。因此，“医圣”品牌

成为我们办好中医学专业的巨大财富。特别是中医教育在遇到困惑和挑战时仲景

品牌就象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办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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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学专业张仲景学术思想方向人才培养方案改革设想

2．1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目标

中医学专业张伸景学术思想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坚持“以人为本”，以“厚基础、

能力强、素质高”为教育教学要求，充分利用南阳独一无二的仲景中医药文化优势，

以培养具有扎实的仲景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能在各级中

医院、中医科研机构、学校及各级综合性医院等部门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

管理等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仲景中医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立足理工

学院多科性综合大学优势，修订和完善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提升

仲景品牌，形成具有(张仲景学术思想方向)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2．2专业培养规格

①知识规格：培养掌握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和中医临床应用理论，突出张仲景

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掌握与中医学有关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的基本知

识：具有一定的古汉语基础，能较熟练阅读中医古代文献；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

识及操作；能初步运用--I'l夕b语，借助工具书能阅读本专业外文书籍；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了解中医药学科和现代医学学科的进展；了解国家

卫生方针、政策和法规。

②能力规格：培养具有较熟练和准确运用四诊八纲、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

的能力；突出张仲景学术思想实际应用能力；掌握中西医常用的现代诊疗技术；

能熟练运用所学医学知识治疗内、外、妇、儿及其它各科常见病、多发病；对急、

危、重症、疑难病有初步诊断和处理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科研工作能力，能够独

立获取新知识和树立科学创新的意识。

③素质规格：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热爱医学事业，有为人民医药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有遵纪守法，求真务

实的良好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顽强的意志以及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掌握一定

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身心

健康，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2．3课程体系改革

根据中医学专业张仲景学术思想方向建设指导思想与培养目标，为适应继承

和发扬张仲景学术思想的要求，在中医学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对现有的课程体系

进行整体优化，突出仲景传统，融入发展前沿，使其更能适应中医学专业的社会

需求。将《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等

改为必修课，增加学分，开展中医哲学基础等专业拓展课程，要求本科学生背诵

《伤寒论》、《金匮要略》，并实行过级测试，不断提高学生仲景学术思维及诊疗水

平。完成仲景伤寒学、金匮要略选读，内经选读、温病学等精品课程的建设，编

写中医学专业张仲景学术思想系列改革教材14部，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的力度。

强化专业特色，紧扣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培育浓厚的仲景中医药文化氛围，培

养学生仲景学术素养；注重专业基础课、临床实践课、人文社会科学等的学习，



教学讨论

强化专业特色，培养基础宽厚、素质全面、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中医药人才。

2．4教学内容改革

·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学科特点和专业特点，在备课方面，促使教师除了备教

材、备仲景、备教参、备学生、备临床、备发展，要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并通

过精简陈旧内容、突出重点内容、注意衔接内容、增加自学内容及仲景临床案例

等系列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临床意识，使学生学仲景有专长，教师

教仲景有侧重。

大力推广使用以多媒体、数字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教学手段，通过建设数字网络、

多媒体教室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教学平台，满足现代数字

化教学需要。加大精品课程的建设力度，实施“精品课程建设工程”，不断优化课程

结构、更新课程内容，大力推行课程的调整、合并和重整。重点建设《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2门核心课程，巩固《中医内科学》院级精品课程的成果，以精品课

程、优秀课程为核心建设课程群，打造出1-．-,2门在省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精品课程。

构建完善的实践性教学体系。体现早(早接触临床)、新(创新性思维)、实

(落实到具体病例上)、活(教学及效果评价形式)。大力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力

求突出专业特色，充分利用实训基地如张仲景医学实验中心、张仲景药用植物园、

张仲景医史博物馆、医圣祠、南阳张仲景国医院等教学资源。建立仲景中药炮制

实验室、中药药理实验室、仲景中药药剂实验室，仲景针灸推拿实验室，建设相

关学科的研究型实验室，围绕张仲景特色，建设南阳市仲景方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适当增大中医学专业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时数；增加提高型、研究创新型实

验所占比例。切实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医学实践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对实训、实习、课程

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优化与完善，明确各实践教学

环节在总体培养目标中的作用。

2．5质量控制

狠抓师资队伍建设，造就一批素质高的继承与弘扬张仲景学术思想的教师队

伍。根据我院发展特色专业的要求，制订明确的教科研思路，确立以继承和弘扬

张仲景学术思想为主要研究方向，选骨干教师到国内相关高校学习伤寒金匮，以

仲景诊法及仲景方药辨证应用规律为突破点，充分发挥我院综合性多科性大学优

势，形成研究张仲景学术思想的教学科研团队。加强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过程的管

理。在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加强教学管理体系、教学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的建

立，健全教学质量管理监督体系，建立起规范的系级教学管理模式和机制。本着“既

重视目标管理，又重视过程管理”的思路，建立系级教学督导员听课制度、参加专

业评估制度、考试考卷的监督检查制度、实践环节的抽查答辩制度、师生座谈会

制度、教研室说课制度等，学生评教、教师评学、考试考核制度，建立完善的教

学质量反馈监控体系毕业论文质量检查制度等形式的督导督察制度，充分发挥教

研室的作用，进一步规范教师教学行为，使各项教学工作做到有据可依j有章可

循，保证培养方案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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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学专业张仲景学术思想方向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实践

中医学专业张仲景学术思想方向人才培养方案，有了一定的创新和突破，此

方案的成熟肯定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经过多次反复的修改，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对

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2】，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

、继续扎扎实实进行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力争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也希望全体

同仁对该方案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会不断地加以完善。该培养方案已经历了初步

实践，在实施过程中加强了专业思想教育和仲景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增强了学

习的自信心与兴趣，将对今后的学习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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