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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70年巡礼专栏·

编者按：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小康的关键之年。今天，中国已经迈入新的阶段，14亿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梦”的感召下，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力量，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7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事业，均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而经过70年的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更是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等，城

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获得服务的可及性明显改善。

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医学教育。在《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一文中，作者以中医药院校教师发

展研究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医药院校正式发表的教师发展文献进行梳理，通过统计分析发文年代、来源期刊、发

文机构、论文作者、被引频次、基金资助、关键词等参量，掌握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总体水平、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结果发

现，教师教学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医药院校学者们的关注，年发文量持续增加且增长迅速，文献的期刊来源分布广泛；同时，研

究内容涉及面广，除了普适性的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培养策略研究外，在教师身心健康发展方面亦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优势，

研究对象则重点聚焦于青年教师和临床师资。该文为我们揭示了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的现状，为医学事业的发展献策献计。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提出

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实行备案管理，但该制度的实施有可能面临哪些阻碍？又有哪些解决对策？在《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制

实施的阻碍与解决对策》一文中，来自沈阳药科大学的张旭等将为我们进行阐释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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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现状，分析研究的热点与不足，为同行从事相关研究、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方

法：以题名或关键词为“教师”，且作者单位为“中医药大学”或“中医学院”，检索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医药院

校正式发表的教师发展研究文献，检索时限为自数据库建库起至2018年11月19日。在应用Note Express 3.0软件提取文献发文

年代、来源期刊、发文机构、论文作者、被引频次、基金资助、关键词等参数的基础上，利用SPSS 19.0等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学统计与

分析。结果：获得有效文献1 183篇，主要为期刊文献（1 144篇）；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6年达峰值为118篇；1 144篇文献

被刊载在408种期刊上；发文量前6的作者分别为刘京丽（6篇）和梁馨月、刘娜、刘燕平、许南阳、闫晓天（各5篇）；发文量最多的机

构是南京中医药大学（89篇）；653篇（55.20％）的文献有被引记录，但大多数（457篇，38.63％）被引0～3次，篇均被引2.15次；国家

部委资助的基金论文比不到3％；共提取关键词7 098个，高频关键词31个，包括“高校教师”和“青年教师”等。结论：中医药院校

的教师发展研究日趋活跃，但研究的核心作者尚未形成，研究的持续性、系统性不够，研究质量仍有待提高。

关键词 教师发展；中医药院校；文献计量学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 Da1，JIANG Chao2，XU Yun3，LIU Na4，PAN Linmei5（1.Academic Administration Office，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Nanjing 210023，China；2.College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

Nanjing 210023，China；3.College of Nurs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Nanjing 210023，China；4.College

of Psych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 Nanjing 210023， China；5.College of Pharmacy， 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cult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o analyze the hot spot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lleagues to engage in

related research and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work.

METHODS： With “faculty” as the title or keyword and

“TCM university”or“TCM college”as author instituti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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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研究教师发展是教育改革的时代召唤，是人
才培养的必然要求，也是教师成长的内在诉求。最早的
高校教师发展可追溯至哈佛大学学术休假和长期聘任
制度[1]。广义上高校教师发展是指所有在职教师在终身
学习理念下，通过各种途径、不同方式的理论学习和实
践活动，提高自身各方面水平；狭义上主要指初任教师
教学能力方面的发展[2]。其研究主要以教师作为人、组
织成员、学术人员和教学专业人员四种角色，从教学发
展、组织发展、专业发展和个人发展四个维度进行内容
分析[3]。目前，学术界对于教师发展的研究已经持续多
年，形成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近年来，采用
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某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有效和常用的手段[4]。就现有的文献
资料而言，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文献计
量学分析还未见报道。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视角，运用
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医药院校正式发表的教师发展
文献进行梳理，通过统计分析发文年代、来源期刊、发文
机构、论文作者、被引频次、基金资助、关键词等参数，掌
握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总体水平、研究热点与研
究趋势，了解中医药院校在教师发展研究领域的特征与
优势，为继续开展教师发展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来源为中国知网、维普网以及万方数
据库。

1.2 检索策略

笔者通过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进入3大
数据库，依据教师发展的广义概念，以题名或关键词为

“教师”，且作者单位（机构）为“中医药大学”或“中医学
院”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各数据库自建库起至 2018年
11月19日。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均为中医药院校正式
发表的与教师发展相关的期刊文章、会议论文和学位论
文；同时刊发于会议论文集和期刊者，经判断为同一篇

文献，保留期刊文献。排除标准：（1）非教师发展主题的
其他研究文献，如课程改革、学生培养、教学模式、学科
建设等；（2）非学术研究性文献，如新闻报道、心得体会、

座谈会材料、征稿启事等；（3）第一作者单位为非中医药
院校的文献。

1.4 数据处理

应用 Note Express（NE）3.0软件进行文献检索，根
据“作者”“年份”“标题”“题录类型”（使用NE 3.0进行文
献统计时，不同类型的文献，如期刊文章、会议论文、书
籍、报纸等，所对应的系统默认字段，各字段的值即代表
该文献的题录类型）字段进行系统查重，并结合人工查阅
的方式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然后，利用 Excel

2016、SPSS 19.0等软件对发文年代、来源期刊、发文机
构、论文作者、被引频次、基金资助、关键词等参数信息
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增长率、占比、频次等数据结果。

2 结果
根据制定的检索策略，分别从中国知网检索到文献

1 374 篇，维普网检索到文献 1 196篇，万方数据库检索
到文献1 067 篇。将 3个数据库的文献进行合并、查重，

并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最终获得有效文献1 183篇，其
中期刊文章1 144（96.70％）篇，会议论文32（2.70％）篇，

学位论文7（0.59％）篇。

2.1 发文年代

对某一研究领域文献的发文年代分布情况进行统
计，能够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沿革，有助于学者们
直观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文献最早发表于1983年，以普
赖斯曲线方程中的 b值[5]观测文献的持续增长情况，计
算出自 1983年以来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文献的持
续增长率为22.41％，近10年的增长率达35.07％。2018

年的文献量有所下降，可能与检索时间有关（本文数据
的检索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在此日期之后至2019

年1月1日，可能还有部分未检出的2018年文献）。发文
年代分布情况见图1。

2.2 来源期刊

literatures about faculty development researches published by the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retrieved from CNKI，VIP

and Wanfang database during database establishment to Nov. 19th，2018. Note Express 3.0 software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parameters such as publish year，source journals，publish institution，the authors，cited frequency，fund assistance and keywords.

Bibliometric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SPSS 19.0 software. RESUITS：Totally 1 183 valid literatures were

obtained，mainly for periodical literatures（1 144 literatures）. The total number of literatures was on the rise，and reached to peak

value of 118 in 2016. 1 144 literatures were published in 408 journals. The top 6 authors with high production were Liu Jingli（6

literatures），Liang Xinyue，Liu Na，Liu Yanping，Xu Nanyang，Yan Xiaotian（5 literatures respectively）；the top one institution

was 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89 literatures）. 653（55.20％） literatures have cited records，most of them（457 literatures，

38.63％）were cited 1-3 times，and the average cited frequency was 2.15 times；the ratio of funded papers of state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were less than 3％；7 098 keywords were extracted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s were 31，involving“faculty”and

“young teachers”.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on faculty development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but the core research author has not yet formed. The research still lacks of sustain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and the research quality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 Faculty development；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Biblio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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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源期刊的分布看，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

文献分布广泛，1 144篇期刊论文发表于 408种期刊上。

超过一半（242种）期刊仅载文 1篇，载文 2篇的期刊 70

种，载文3篇的期刊30种，载文4篇及以上的期刊66种。

其中，《中医教育》载文最多，为65篇；其次为《中国中医

药现代远程教育》，为60篇。依据普赖斯定律界定本研

究的核心刊物，即核心刊物的最低载文m＝0.749√nmax，

其中 nmax指最多载文，且载文达到m及以上的所有期刊

所刊发的文献数量之和应占全部纳入文献总量的 50％

以上[6]。据此，本文核心刊物最低文献量m＝6.04，取其

整数为7篇，载文7篇及以上的刊物有33种，共载文550

篇，占文献总量的46.49％＜50％，不符合普赖斯定律的

要求，即尚未形成刊载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相关文

献的核心刊物。载文量7篇及以上的期刊见表1。

表1 载文量7篇及以上的期刊

Tab 1 Journals with 7 or more literatures

期刊名称
中医教育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教育教学论坛
中医药管理杂志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卫生职业教育
高等中医教育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科教文汇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科教导刊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载文量，篇
65

60

35

33

29

23

20

15

15

15

14

13

12

12

11

11

百分比，％
5.68

5.24

3.06

2.88

2.53

2.01

1.75

1.31

1.31

1.31

1.22

1.14

1.05

1.05

0.96

0.96

期刊名称
才智
光明中医
西北医学教育
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
大学教育
教育现代化
中国校外教育
科技创新导报
科技视界
课程教育研究
文教资料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中国培训
读与写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中国医药导报

载文量，篇
10

10

10

10

9

9

9

8

8

8

8

8

8

7

7

7

百分比，％
0.87

0.87

0.87

0.87

0.79

0.79

0.79

0.70

0.70

0.70

0.70

0.70

0.70

0.61

0.61

0.61

同时，依据《2018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7]、《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8]、《CSSCI来源期刊

目录（2017－2018）》[9]、《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遴选报告（2017－2018年度）》[10]等国内 4大核心期刊主

流评价体系评价研究的总体质量。结果，在本研究纳入

的文献中，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载文量92篇，中文核心期

刊载文量23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

刊载文量20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载文量6篇，分别占总文献量的8.04％、2.01％、1.75％和
0.52％，核心期刊的刊载量占比较低。

2.3 发文机构

通过对各机构发表论文数量进行统计，有利于研究
者明确某一领域知识量的分布情况，了解不同研究机构
对学科领域发展的贡献度、差异度和集聚度[11]。本研究
对机构统计遵循同单位不同院系或不同科室归入同一
机构，学院更名为大学者归入同一机构，大学及其直属
附属医院归入同一机构的统计原则。将纳入的有效文
献按照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含非独立设置的中医学院）

进行统计，结果，文献分属于34所中医药院校。其中，南
京中医药大学发表论文累计89篇，居首位，占文献总量
的7.52％；辽宁中医药大学位居第二，累计发文83篇，占
文献总量的 7.02％。发文 50篇及以上的院校有 10所，

累计发文706篇，占文献总量的59.68％。根据普赖斯定
律，本研究核心机构最低文献量m＝7.06，取其整数为8，

即发表论文8篇及以上的机构为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
究的核心机构，结果，共有24家，详见表2。

表2 发文量8篇及以上的机构

Tab 2 Institutions with 8 or more literatures

机构名称
南京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发文量，篇
89

83

81

79

78

77

65

53

51

50

47

45

百分比，％
7.52

7.02

6.85

6.68

6.59

6.51

5.49

4.48

4.31

4.23

3.97

3.80

机构名称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
贵阳中医学院
甘肃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云南中医学院
山西中医药大学
河北中医学院

发文量，篇
42

41

41

36

34

33

30

29

25

23

19

13

百分比，％
3.55

3.47

3.47

3.04

2.87

2.79

2.54

2.45

2.11

1.94

1.61

1.10

2.4 论文作者

研究者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力量，通过对论文作
者发文数量的统计，可以衡量研究者的个人科技产出，

有效勾勒出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概况[12]。在本研究纳入
的1 183篇文献中，共有943位第一作者参与发表。发文
量1篇的有772人，发文量4篇及以上的作者14位，分属
于 10个机构，且机构发文量均超过 40篇。发文量排名
前 6的作者分别为刘京丽（6篇）和梁馨月、刘娜、刘燕
平、许南阳、闫晓天（各5篇）。根据普赖斯定律，本研究
核心作者最低文献量m＝1.84，取其整数为 2。结果，发
文量 2篇及以上的作者共 171人，这些作者共发表文献
411篇，占文献总量的 34.74％＜50％，不符合普赖斯定
律的要求，即尚未形成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以发文量
4篇及以上为统计标准，共有14名作者，详见表3。

2.5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是指该论文自发表以来到统计时间被引
用的总次数，可看作是对论文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测
度 [13]。截止到 2018年 11月 19日，在纳入统计的文献中

有 653篇有被引用记录，占文献总量的 55.20％，但大多

图1 发文年代分布

Fig 1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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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篇，38.63％）被引在1～3次，被引10次以上的仅有
41篇，占3.47％。所有论文合计被引2 543次，篇均被引
2.15次，h指数（衡量学术影响力大小的指数）[14]为15。2

篇文章被引频次超过50次，分别是马小琴等于2007年3

月在《中华护理教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临床护理带教
老师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与思考》，被引55次；李亚真等
于 2010年 3月在《心理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新手-熟手-

专家型教师主观幸福感与教学动机的研究》，被引 53

次。文献被引频次详见表4。

表4 文献被引频次

Tab 4 Cited frequency of the literatures

被引频次
0

1

2

3

篇数（占比）

530（44.80％）

224（18.93％）

143（12.09％）

90（7.61％）

被引频次
4

5

6

7

篇数（占比）

51（4.31％）

36（3.04％）

20（1.69％）

23（1.94％）

被引频次
8

9

10

10次以上

篇数（占比）

12（1.01％）

10（0.84％）

3（0.25％）

41（3.47％）

2.6 基金资助

基金资助论文是指由政府部门、基金机构、学术团
体和相关单位提供科研经费，开展学术研究，并作为该
项研究科研成果发表的论文，其可以反映一个学科的科
研水平和社会重视程度[15]。“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
源期刊”[9]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等评价机构还将
基金论文比作为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的指标之一[16]。在
本研究中，基金论文 462篇，基金论文比为 39.05％。其
中，国家部委基金项目资助 35篇（2.96％），包括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留学基金等8个项目，其中
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基金资助最多，为14篇；各省
（市）地方政府基金项目资助 281篇，分别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广州、江苏等17个省（市），以河南省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资助最多，为29篇；中医药院校设立的基
金项目资助 146篇，其中以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资
助最多，为14篇。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前中医药院
校发表的教师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章，均没有得到基金项
目资助。

2.7 关键词

文献的关键词可以从一个高度概括的角度反映研
究的内容，通过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研究的聚焦点，是
判断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 [17]。对关键词进行合并、清
洗，如将“培训”“教师培训”“岗前培训”“培训体系”“培
训迁移”合并为“教师培训”“教学能力”“教学技能”“教
师教学能力”合并为“教学能力”。在纳入的 1 183篇文
献中，共提取关键词 7 098个，其中，“高校教师”累计频
次最多，为270次；“青年教师”次之，为227次。根据齐普

夫第二定律进行高频词的筛选，计算公式T＝
1+√8+I1

2
，

式 中 T 为高频词和低频词的分界频次，I1为出现 1次的
词的数量[18]，算出T＝19.64，取其整数20，即关键词词频
高于20 的是高频关键词，低于 20的是低频关键词，由此
截取 31个高频关键词。高频词累计出现 1 707次，占关
键词词频数总数的24.05％。 高频关键词见表5。

表5 高频关键词

Tab 5 High-frequency keywords

关键词
高校教师
青年教师
高等院校
教学能力
中医药院校
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素质
教师发展
教师培训
思想政治建设
心理健康

出现频次
270

227

109

97

94

56

55

54

51

51

45

关键词
临床教师
教学评价
培养
教学质量
外语教师
师德建设
对策
专业发展
中医药
教学
英语教学

出现频次
45

43

43

36

36

35

34

32

31

27

26

关键词
教师角色
体育教师
教学团队
教师教学发展
策略
亚健康
职业倦怠
医学院校
课堂教学

出现频次
25

25

25

24

24

22

22

22

21

3 讨论
3.1 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日趋活跃

根据年发文量分布统计结果，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
研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近十年增长尤其明显。由此可
见，教师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医药院校研究者的关
注。结合国内外学术环境的变化综合分析，其研究历程
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83－2002年。这一阶段国内尚未形
成明晰的教师发展理论认知，对于教师发展研究未能引
起足够的重视，年发表量较少，每年只有零星几篇。第
二阶段为 2003－2009年。这一阶段中医药院校教师发
展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年发文量明显增加。“教师发展”

作为研究主题，最早出现在 2003年谢安邦教授发表的
《自我发展 规范管理：关于国外高校“教师发展”的经验
和启示》一文中[19]。此后，“教师发展”作为一个专有名
词被引入我国。综观中医药院校关于教师发展的基金
论文，在2003年前后，从无到有、显著增加的变化趋势也
体现了这一重要转折。2006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高
校教师发展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潘懋元先生对教师发展的广义和狭义内涵进行了本土
化的解读，教师发展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热
点 [20]。第三阶段为 2010－2018年。自 2010年《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提

表3 发文量4篇及以上的作者信息

Tab 3 Information of authors with 4 or more literatures

作者姓名
刘京丽
梁馨月
刘娜
刘燕平
许南阳
闫晓天
李莉
康瑛
王家红
王素灶
闫秀娟
殷忠勇
朱珠
卓海燕

所属机构
长春中医药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作者发文量，篇
6

5

5

5

5

5

4

4

4

4

4

4

4

4

百分比，％
0.51

0.42

0.42

0.42

0.42

0.42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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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21]以来，教师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与社会的广
泛重视，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年发文量随之迅速
增至上百篇。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 30个国家级教师
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的建设[22]。2018年 1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更是首次就“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问题发布专门文件[23]。自此，我国教师发展迎来了最好
的时代机遇。可以预见，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未来
将进入到一个更加快速、更为专业的发展阶段。

3.2 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科技论文的质量代表着该领域研究的水平，对于期
刊论文而言，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是否获得基金资助、

被引频次多少都是衡量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综合来
看，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文献大多发表在非核心期
刊上，篇均被引频次不到3次，国家部委资助的基金论文
比仅为2.96％。由此可见，中医药院校关于教师发展研
究的总体水平不高，研究质量有待加强。此外，根据本
研究纳入文献的第一作者统计，发表2篇及以下论文的
作者占发文总人数的96.28％，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作
者并没有深入、持久、系统地开展教师发展相关研究，可
能随着资助基金的结题或某个项目的完成，研究随即终
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研究的成效。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扑面而来，高等医学教
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卓越医生教育培养
计划 2.0”[24]的推出、“新医科”[25]教育体系的打造、“医教
协同育人”[26]模式的创新，都对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教师作为课程教学的设计者、参与者、实施
者，直接决定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新理念、新举措能否有
效落地。换句话说，没有一线教师主动参与、付诸实践
的教学改革只能是管理者的空谈。因此，中医药院校应
当抓住国家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与改革的政策机遇，顺应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在制度保障、组织建设、资
源配置等方面为教师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与投入。同
时，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和教学学术氛围的营造，发挥好
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室、教学团队等教师发展组织的群
研协作职能，引导和鼓励教师关注自身发展、潜心教育
研究，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教师发展研究成果。

3.3 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特征明显

通过对文献高频词汇进行解析，可以了解中医药院
校教师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关注焦点与特征。研究内
容上，排除“高校”“高等院校”“教师”“教师发展”“高校
教师”等共性词汇，可以看出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
除了探索一般意义上的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师培养策略
外，尤为关注中医药院校本土化的教学能力促进、教师
素质提升、教师培训开展、教学质量评价以及思想政治
与师德修养建设等方面，更加聚焦符合医学教育规律和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教师发展实证研究。同时，教师心理
健康、职业倦怠、亚健康等主题也受到中医药院校学者
的关注。进一步查询与之相关的关键词发现，其研究方

向主要包括了急性创伤性喉炎、慢性疲劳综合征、躯体
疼痛等教师职业疾病的预防与诊疗，以及精神焦虑、抑
郁、角色困惑等心理问题的探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集
中体现了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特色与优势。

从研究对象来说，“青年教师”出现 227次，仅次于
“高校教师”，可见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最为关注的群体
是青年教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全面开展高等学
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重点面向新入职教师和青年
教师，为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培育生力军”[23]。青年教师
作为高校师资队伍的主力军、人才培养的生力军，深化
对其培养策略与发展路径的探讨既是保障高等教育教
学质量的应然，也是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

除此之外，作为医学院校师资队伍重要组成的“临床教
师”也是中医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重要关切。临床教
师承担着医学实践教学的任务，他们的师德师风、教学
能力、学术水平直接影响着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塑造和临
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
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指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依托高校附属医院建设一批
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在本科生临床实践教学、

研究生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临床带教师资培训
等方面发挥示范辐射作用”[26]。可见，重视和加强临床
师资带教能力的培养是“医教协同育人”的大势所趋，亦
是医学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

3.4 结语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医药院校正式
发表的教师发展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借以管窥中医
药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现状、特点与不足。数据结果表
明：一方面，教师教学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医药院校
学者们的关注，年发文量持续升高且增长迅速，文献的
期刊来源分布广泛。同时，研究内容涉及面广，除了普
适性的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培养策略研究外，在教师身
心健康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优势，研究对象
则重点聚焦于青年教师和临床师资。另一方面，研究涉
及的核心期刊载文量、基金论文数和文献被引频次等衡
量论文质量的主要指标偏低，且大多数作者仅发文1篇，

研究的核心作者尚未形成，由此反映出中医药院校教师
发展研究的持续性、系统性不够，研究的总体水平和质
量仍需加强。限于篇幅，以上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有效
的应对之策，有待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反思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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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管理的顺利实施提供建议。方法：通过查阅相关公告、文件及文献，分析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备案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并提出解决对策。结果与结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制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备案管理相关法规缺失、药物临床试验过程监管缺失、监管机构及其职能不明确、非“三甲”医院在建立临床试验机构上面临软

硬件建设不足的现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内部管理弱化、备案制后申办方对临床试验机构的需求仍将集中在少数大型医院等问

题。基于此，笔者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并出台相关规章及实施细则，明确相关监管机构及其

职能（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订临床试验机构监管的相关的法规规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查验

中心负责建立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以及过程监管的检查细则，过程监管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负

责），政府建立内外联动机制积极建设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并维持其有效运营，通过领导重视、制订内部章程、加强内部培训和机构

间交流学习等方式加强临床试验机构的内部管理，并合理分工，根据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水平开展差异化的服务吸引申办方，在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系统中按机构的能力和类型加以分类、公开并鼓励申办方选择适宜的机构开展药物临床试验，以此保障药物

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管理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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