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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当前中医专业文献检索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德风责任与学习素养、临床思辨与临床
技能、经典传承与科研创新为中医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目标，阐述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文献检索课堂教学改

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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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学独有的哲学性、人文性、经验性、科学

性等特点决定了长久以来中医教育教学模式的特殊

性。中医教育是以中医学为特色，涵盖文献检索等

多学科的协同促进的教育体系。文献检索重在培养

学生信息素养，通过文献信息获取与利用，增强学

生自主学习、学会学习、终生学习和独立创新能

力。如何使中医专业学生通过文献检索来提升德风

责任与学习素养、临床思辨与临床技能、经典传承

与科研创新等专业核心能力是本研究意义所在。当

下中医学类本科教育业已成为向社会输送专业中医

人才的主要方式。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之一的文献检

索课程，其目标通常分解为３个方面：知识目标包
括系统掌握文献信息检索理论知识、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等；能力目标包括掌握古代和现代文献信息

资源检索与获取技术，能运用工具书或数据库，解

决实际工作中常见问题，撰写科研论文等材料；素

质 （价值）目标包括培养信息意识、信息道德，自

主学习、学会学习和终生学习，通过文献挖掘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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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医德医风等。本文从精准化中医专业人才核心

能力培养出发，完善文献检索教学体系顶层设计，

加入思政 （广义）教育、临床案例、经典传承、科

研融合等多维元素，创新文献检索实践教学模式，

进而优化文献检索教学体系，在实现３个分解目标

基础上起到提升中医专业核心能力的作用。

２　基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文献检索课堂
教学存在的问题

２１　学生自主性与积极性不高，医德医风和职业
责任感有待加强

　　一部分中医专业本科生报考出于家长意愿，或

者步入大学与个人期待不同，对中医知识理解和接

受不足，影响学习自主性与积极性；另外部分学生

局限于追求学分，视野不够开阔，学习途径单一，

导致获取知识信息受限。因此针对中医学本科生开

展自主学习、学会学习及终生学习、拓展学习途径

等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中医知识是多维度的知识

群，时有更新，继续教育已经成为医学科学工作者

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熟练掌握文献检索方法和技

能，充分认知文献资源，在继续教育过程中占有获

取知识的主动权，汲取他人医学经验，进而开阔个

人视野。

２２　理论和实践无法充分结合，影响临床思辨和
决策

　　解决这一问题除加强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和实践

能力的力度外，还可以通过文献获取来弥补，文献

是思辨和决策的重要依据，正确的思辨和决策因素

是多方面的，但是决定性因素是决策者对客观实际

的了解，这种了解主要依赖于全面、及时和准确的

文献保证。

２３　中医文献与理论传承不足

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学术流派百

花齐放、文脉同宗。源远流长的医道医理，流派中

一以贯之的医德医风蕴藏在浩瀚的中医文献中，中

医文献内筑经典、外拓创新，如何更好挖掘利用这

些知识和信息，离不开文献检索这个工具。通过文

献检索教学使学生了解民间中医药挖掘与利用、中

医文献大数据分析、中医经典文献理论诠释等研究

现状，为拓展学生中医文献理论研究视角奠定基

础，进而为传承经典起到补充作用。

２４　科研意识薄弱，创新能力差

医学本科生早期接触科研活动的机会较少，主

动开展科研活动的能力不足［１］。 《国家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中明确提出鼓励本

科生投入科研工作，在创新实践中培养其探索兴趣

和科学精神。国外强调医学文献检索教育的重要性

和获取科研信息的途径和方法。因此针对医学生，

应借助检索思维形成科研创新认知，将检索成果转

化为医学科研实践的工具［２］。

３　基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文献检索课堂
教学改革方案探讨

　　
３１　文献检索＋思政 （广义）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针对中医专业学

生学习自主性与积极性不高、学习途径不够丰富的

问题，以及步入社会从医过程医德医风的问题，提

出基于学习素养 （自主学习、学会学习、终生学

习）和人文素养的中医专业学生文献信息资源获取

与利用方案。参考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改

革启示，力争通过文献充分获取与信息素养提升，

辅助学生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创造能力，学会通过文

献发展趋势发现问题，通过专业文献查阅认识问

题，通过最佳的检索策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

过提高信息道德保证学术科研过程的严谨性，通过

经典文献与人物精神的传承提高医者情操，探求对

他们所遇到各种情景最透彻的理解［３］。如从学生可

能熟悉的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演员被曝出学

术不端这一事件切入，其博士论文复制比率极高，

存在严重的抄袭行为，不仅让学生了解学位论文特

点与学术不端概念，更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到学术是

严肃且可敬的，学术底线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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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文献检索＋经典传承

针对中医文献与理论传承不足的问题，提出基

于文献检索课堂教学的中医经典文献与人物传承研

究。例如介绍参考工具时，内容相对简单无趣，可

换个角度拓展知识维度，恰当嵌入育人教育，展示

关于著者及其作品的相关微课，如李时珍为撰写

《本草纲目》饱览医书标本，尝遍百草药，行万里

征程；《古今图书集成》作者陈梦雷虽一生坎坷仍

坚持著书立说，弘扬中国文化；孙思邈 《千金方》

传递出医生要有大慈悲之心，所谓 “大医精诚”的

精神等。不仅让学生利用、爱惜、珍视古籍，更重

要的是在今后从医生涯中坚持悲悯生命的正能量。

３３　文献检索＋临床案例

针对中医专业学生理论和实践无法充分结合，

影响临床思辨和决策的问题，提出基于探究式文献

检索教学提高中医学专业学生临床思辨与决策能

力。根据课题调研结果，本科中医专业学生在教学

方式上 （包括传统课堂、课堂与临床实践结合、课

堂与自主学习结合），选择最多的是与临床实践结

合 （占４０％以上），反映出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
思考，因此课程内容体系应与大学生专业学习、职

业规划有机结合起来［４］，为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实

践机会，提高专业课程学习效果。

３４　文献检索＋科研过程

针对科研意识薄弱、创新能力差的问题，提出

模拟科研过程，立体式教学方法在文献检索教学中

的应用。有学者认为文献检索在科研能力培养方面

的重要性体现在科研分类、科研想象、科研分析综

合、科研探究能力等［５］方面。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实时热点问题代入，让学生转变视角、拓宽思

维，通过主动获取、利用信息来证实疑问、解决问

题，最终通过实践过程充分提高学生科研素养。在

实践操作方面重点培养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重复已经证实的结果、验证普遍的理论知

识，为中医药高校学生在中医药及相关理论和实践

的发现、发展及创新方面提供信息支持和思维启

发。如了解目前关于新冠肺炎研究的进度、使用的

实验技术及手段，以及中医药有关 “瘟疫”、 “疫

病”经典梳理，为更快投入到科学研究做好充分准

备，争取取得突破性成果。

４　结语

以学生为中心，掌握学习方法，拓宽学习路

径，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推动中医知识传承、内

化、吸收、创新等是中医文献检索教育的目标。本

文提出在明确中医专业核心能力培养定位的基础

上，针对存在问题力求做到 “３个结合”：一是核心
能力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原有教育模式是培养学生

临床技能、临床思辨、经典传承等核心能力，侧重

知识技能的培养；时代要求应顾及长远，立足于从

医生涯责任与素养，故本文提出以德风责任与学习

素养、临床思辨与临床技能、经典传承与科研创新

为中医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目标，侧重素养 （价值）

的培养。二是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在文献

检索课堂教学中加入思政 （广义）教育、人文教

育，在学生掌握文献检索理论知识、方法技能的同

时，多传递正能量，提升人文素养，使学生在学习

认识和行为上产生积极改变。三是文献检索与多维

元素相结合。通过文献检索 ＋思政 （广义）教育、

文献检索＋临床案例、文献检索 ＋经典传承、文献
检索＋科研过程，一定程度上推动解决目前中医专
业核心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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