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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医传承模式$如中医院对西医临床医生进行的中医知识培

训$此种速成班不过是让西医管中窥豹而已$只可算中医知识

的扫盲$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其次中医院校还开设了成

人教育课程$学习者多为评职称或拿文凭而来$真正对中医感

兴趣者不多$或因授课者本身中医素养欠缺$中医文化底蕴不

足$课程吸引力不够$亦是造成中医传承障碍的原因#再次$海

外中医学院的教育$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和继承中医学的作

用$但因文化差异的存在$学习者依然很难把握中医真正的精

髓实质#目前中医在很多国家已获得执业权$每年有很多海外

学子来中国学习传统医学$但是除了针灸之外$其他很多极富

中医特色和优势的专科却无法在海外普及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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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教育面临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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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中医文化的教育
!

针对中医教育和传承的现状$一

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从学习的源头进

行修正#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生命与健康问题上的具

体体现$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基因$而且进一步强

化与深化了和谐观念对生命及健康的价值#中医认为人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是保持生命与健康的基础#疾病的发生大多是

由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失衡而致$*顺应自然$法天则地+$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中医治病养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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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

已经意识到中医文化是发展和传承中医的根基所在$只有把中

医文化植根于中医学生及从业者的心里$中医的各种精髓才能

逐渐深入其心#目前很多中医院校都开展了中医文化课$希望

藉此能提高中医学子学习中医的兴趣$真正领悟到中医的魅

力#部分中医药高校则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如名家讲

坛$邀请名老中医进行专题讲座$借以激发青年学子投身中医

的热情#通过经典研读社-研讨会等营造中医学术讨论-百花

齐放的良好氛围#应该在充分传承中医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发

展中医教育$才能有效推动中医的发展$使中医不仅有形$同时

有根-有神$使中医发展不偏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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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中医高等教育
!

中医高等教育多年来主要从医学理

论和临床技能的角度传授知识$没有对中医大学生认知思维模

式的转换和知识结构的调整进行必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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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医作为

主流医学的趋势下$中医的初学者往往怀有试探-怀疑的心态$

此时亟需一些能将其*领进门+的师傅$这个任务$必须有深厚

中医文化底蕴的人才能胜任$用其自身的体悟来宣讲中医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让学生有兴趣$有意愿去进一步探究和学习$

而学校则应注重校园内的中医文化建设$从多方面加强中医文

化的熏陶以此增强学生对中医的兴趣#对于课程设置而言$应

加大中医基础课程及四大经典所占的比例$适量增开中医史籍

的选修课-赏析课$邀请名中医讲述临证中经典医籍与临床结

合的体会#有相关专家提出了*中医文化入学教育+这一概念$

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这种创新思维模式的教育$受到了中医

药大学生的普遍欢迎$或可借鉴到其他中医药院校#目前高校

因为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助教-讲师成为本科生授课的主力军$

大多数教授则忙于科研或著书立说$在中医入门之机$由本身

知识结构尚待完善的青年教师来充当领路人$便可知中医学生

未来的中医之路必定坎坷不平甚至跑偏#中医院校教育不能

照搬西医教育模式$应探索适合于中医传承的新教育模式$学

习年限-课程安排-授课模式-考核方式等均需要进行改革和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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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从业者的使命
!

日前社会上对于中医的争议和部分

西医的谬论确实让中医从业者警醒$盲目的自信或自卑都不利

于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从不同的文化背

景和哲学背景发展而来的医学$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人类$籍

以各自的方式来维护人类的健康#传统西医重视检查$更倾向

于对脏器结构和功能的纠正$而中医临证$却需关注很多除病

本身以外的因素$如季节更迭-地域差异-情志因素-素体禀赋

等#如今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生物医学模式

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生物
1

心理
1

社会医学模式+$这和

数千年来中医所倡导的*天人相应+的思想是相契合的#

中医药高等院校和各类中医药机构作为中医人才培养的

主战场$需要寻求适合中医传承的有效方法$照搬西医院校的

培养模式不仅无助于中医人才的培养$更会使中医教育陷入被

动和混乱的误区$表中内西最终培养的人才非但不能传承中医

的优势和特色$反而削弱了中医的影响力和自信心$这需要中

医从业者始终把中医文化植根于内心$在坚守中逐渐树立中医

的自信$方能构建起中医的磅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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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与样本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的同质研究对象的全体!集合"称为总体$包括有限总体和无限总体#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部分观察

单位称为样本$样本包含的观察单位数量称为样本含量或样本大小#如为了解某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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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岁儿童血钙水平$随机选取该

地区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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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并进行血钙检测$则总体为该地区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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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岁儿童的血钙检测值$样本为所选取
!###

名儿

童的血钙检测值$样本含量为
!###

例#类似的研究需满足随机抽样原则$即需要采用随机的抽样方法$保证总体中每个个

体被选取的机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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