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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career in our countr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of  in China. But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does not meet the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Therefore, 
cultivating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y is the important goal and task of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cultivation methods of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structo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so on. This article on how to cultivate high-level, compound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put forward a new 
view of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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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对我国医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没有达到相应要求。

因此，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是现今培养研究生重要的目标和任务。本文总结了医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路，

从医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现况、提高导师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综合能力等方面对医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法进

行初步探索与思考，就如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医学硕士研究生提出了培养的新看法。 

【关键词】创新能力；培养；医学硕士研究生 

目前，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要求日益增高，传统的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难以适应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要求。硕士研究生是科研事业一线人员，是科研的主力军。因此，对当前的

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新的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如何培养创新型、实践型、高层次复合型医学硕

士研究生人才，已成为医学教育研究的热点。然而，我国的原创性高质量科研成果较少，硕士研究生的创

新能力没有达到相应要求，许多课题生搬硬套，以模仿他人科研成果为主。因此，培养及加强医学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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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创新能力刻不容缓。就如何培养医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高创新素质，一直是我们探索与思考的

问题。 

1 研究生创新能力现况 
纵观我国医学院校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可以发现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其创新

能力受许多条件制约，比如：（1）入学前经历不同。 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应届毕业

生考取研究生，二是工作多年的医师考上研究生。前者由于学习连贯，基础知识相对扎实，容易理解和接

受新知识，而临床知识相对薄弱。而后者临床知识丰富，但基础知识、反应能力等与应届毕业生存在一定

差距。笔者所在专业的许多研究生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因此，即使是应届毕业生，其基础知识与

临床知识掌握情况也参差不齐。（2）传统观念影响。“灌输式”、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是我国长期的教育

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只强调知识的灌输，导致学生只是学习模仿、简单继承知识。在研究生阶段，突然需

要学生具备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导致其难以胜任科研工作。（3）缺乏个性。有创造才能的研究生对问题

的看法不轻易被某种观点左右，敢于对赫赫有名的专家、有声望的老师提出质疑。而现在部分研究生容易

随波逐流，怕麻烦，不擅长独立判断，将已有的学说或学术成果看成永远适用的金科玉律，持怀疑态度者

较少。（4）缺乏基本实验技能。医学生本科阶段的实验训练普遍是在带教老师“手把手”指导下完成的，

缺乏独立性。因此，刚进入实验室的研究生实践经验匮乏，操作能力差，对实验室的仪器和技术较陌生。

因此，往往需要他们在研究生阶段耗费大量时间建立常规的实验方法和技术，导致他们很难有时间去实施

创新性的科研实践。（5）缺乏科研兴趣。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攻读研究生仅仅作为就业的踏板，缺乏真正的

科研兴趣。让这些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容易使他们态度敷衍，对实验工作产生抵触心理。这就直接导致

科研态度不端正，容易急功近利，重复前人的科研成果，更别说让他们思考遇到的科学问题，提出创新思

想
[1]
。所以，培养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 

2 建立创新型导师队伍   
2.1 提高导师创新能力  在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过程中，导师居重要地位。导师的行为与能力可以潜移默化

地影响学生，结合导师的经历引领创新，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榜样的力量。要求学生做到具有创新能力，导

师应该首先做到工作态度严谨，学术信念坚定，科研方法与实验习惯良好，科研项目具有前沿性、创新性，

这样才能为学生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氛围。研究生的创新思想很大部分来源于导师点拨，因此，导师需要

汲取前沿的专业知识，关注本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及时与其他学者交流、学习。 

2.2 建立梯度管理模式  高质量的创新型研究成果往往由一个团队完成，构建“导师+导师组成员+研究生”

的梯度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导师组成员包括科研能力较强的学术骨干和实验技术专

业人员，对每位研究生有针对性地指导开题报告、实验操作、撰写论文等
[2]
。医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有

其特殊性，有临床和科研两方面，而临床与科研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工作。因此，最佳的导师队伍应既有科

研强手，又有临床高手。从多角度入手，可以使研究生形成全面、开放的思维习惯，利于其创新思想的迸

发。 

2.3 因材施教  研究生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导师应该根据其工作习惯，因材施教。一些研究生临床和科研

知识扎实，做事积极主动，导师可仅指定研究方向，给予学生自主创新的机会。而一些学生基础知识薄弱，

做事较拖拉，综合能力差，导师要在各个环节把关，随时交流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等。部分研究生攻读硕

士是为了就业，导师应该调和科研工作和研究生个体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他们专心于科研实践。许多导师

要兼顾临床和科研工作，过多的学生会让导师无暇顾及每个学生的工作。因此，导师需要综合考虑，限定

每年招收的研究生数量，才能有精力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来个性化指导，有针对性地培养每个学生的创新

能力。导师要鼓励研究生，尤其是鼓励非传统观点，使他们树立自信，敢于提出疑问。通过论文署名和物

质上的鼓励，导师与研究生分享创新成果，激发研究生对科研的兴趣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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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养研究生综合能力 
3.1 提早完成角色转变  在一般情况下，研究生入学前有充足时间准备入学前的工作。为了使研究生能快速

进入状态，在征得其同意后，可提早进入实验室学习。一方面可以使研究生了解实验室的基本技术和操作，

弥补实验知识，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导师研究方向，提早查阅文献，撰写综述，对课题有全局把握。经过提

早训练，为学生正式入学打好基础，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节省时间
[3]
。 

3.2 大量阅读优秀文献  充足的知识储备是发展能力的基础，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前提。知识水平提高

了，科研创新才有可能性。在研究生刚入学阶段，导师可以为研究生选择几篇具鲜明创新性的文章，帮助

他们紧跟医学学术潮流。同时，导师帮助研究生对知识信息点做归纳总结，使其掌握阅读文献的方法，提

高其学术敏感性。在后期，导师可以仅提供研究方向，让研究生自主选择优秀文献，要求他们“批判”地

阅读每一篇文章，从中发现对他们创新性研究有所帮助的切入点。医学科研许多方面涉及到外语和计算机

的应用，在阅读文献的同时，可以让研究生积累外语和计算机的相关知识，为撰写论文、学术交流等做铺

垫。 

3.3 培养实验技能  导师或者相关实验技术人员专门指导研究生，可以使研究生短期提升实验能力。否则，

研究生们不得不消耗大量时间摸索实验操作细节，导致他们很难有时间去实施创新性的科研实践。医学实

验中对结果影响的因素众多，甚至出现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一方面要求学生做好实验记录，从中吸取经验

教训。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多次实验反复验证，用严谨的科学实验保证创新，不轻易给出研究结论。有时，

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创新的开始
[4]
。在实验教学中可以采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对动物或细胞

进行虚拟干预，通过多媒体技术，研究生可全面观察动物和细胞机能及代谢的变化，对本领域实验技术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增加了学习热情。 

4 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要想提高科研团队的整体创新能力，除了必要的学历教育以外，还需要进修学习，加强校内外，国内

外之间的学术交流。学术活动是培养研究生创新素质的一条有效途径，广泛的思想交流有利于创新。医学

院校和导师可以搭建各种有形与无形的交流平台，如学术报告、专家讲坛、课题进展报告或读书报告。也

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实验技术论坛建立技术交流论坛，研究生在实验过程中如果遇到实验难点，

除了可以寻求同门师兄师姐或者导师的指导，还可以寻求其他实验室或者有相同科研经历工作者的指导，

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实验技术。 

5 以转化医学为指导，提高学科交叉能力 
转化医学属于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它的作用是将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诊疗连接起来。有些医学学科，

比如病理生理学，也承担着基础医学学科与临床诊疗之间的桥梁，与转化医学的理念异曲同工。在教学中

重视转化医学理念的应用，可以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动机及热情，有效地激发他们创新思想。将转化医学

模式应用于科研实践中，研究生除了需要具备良好科研能力，同时能够将临床与科研相结合，以科研促临

床，以临床带动科研
[5]
。 

培养创新能力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导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要时时有培养医学硕士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意识，而学生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提高创新才能。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医学硕士研究生是

适应当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势所趋，需要导师、研究生、管理者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高层次创新

性人才培养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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