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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续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全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目标迈进。本

文借用“四梁八柱”主体框架理论，针对中医药院校继续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搭建起以学习者职业能

力提升为导向的中医药院校继续教育改革的“四梁八柱”体系，为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适应行业需

要的、具有专业能力的继续教育应用型人才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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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ing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s moving towards the 
goal of teaching, achieving and making use of learning for all. Based on the main frame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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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on-
tinuing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builds a “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system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refor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is orien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pro-
vides help for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wh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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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继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社会”的主要途

径。继续教育凭借其专业性、灵活性、实践性、指向性等特点对成人在步入社会后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继续教育提出重要指示，例如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建

成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要加快建成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要加快建成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要加快建成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1]；在 2020 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

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建设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2]。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3]基于“三教”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继续教育要实现从“学历

型”转向“能力型”、从“理论化”向“职业化”的转变，坚持“以就业为宗旨，以职业能力提升为导

向”。立足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能力素质要求，确立价值引领、教育质量、继职融通、服务

学生等四个方面目标，即“四梁”，着力在文化赋能、素养提升、培养定位、教学模式、校院合作、医

教协同、就业帮扶、创新创业等八个方面上下功夫，即“八柱”，构筑“四梁八柱”体系，积极探索以

职业能力提升为导向的中医药院校继续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 

2. 以价值引领为导向，在文化赋能、素养提升上下功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4]，这是对

继续教育的总要求，也是价值引领要求。价值引领即要站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培育时代新人的战略

高度，围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回答好如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时代命题，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学

习型社会建设[5]。 
中医药文化在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院校发展继续教育，首先，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论述的重要精神，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践行立德树人的

初心和使命。其次，要将大医精诚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以及“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3]的内容使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辐射范畴和职责内涵再次扩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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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文化有益于淬炼民族认同、有助于培育职业认同、有利于筑牢国家认同[6]。第三，要将专业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推进中医药文化走进中小学、走

进社区、走进乡镇，既可以提升学习者的专业技能，也可以在实践中体会医者仁心背后的不易与坚守。 

3. 以教育质量为核心，在培养定位、教学模式上下功夫 

成人学习具有自身的特点，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学习、以问题为中心的体验学习和以自我实现为

目标的快乐学习[7]。高校继续教育的持续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市场的要求、职业能力的提升为参

照，把握真实学习需求，结合成人学习特点，依托调整培养方案、创新教学方法等方式不断提升教育质

量，构建有院校专业特色，同时满足学习者职业发展需求的新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用人单位对具备综合素养、创新能力以及能够熟练掌握岗位技能的专业型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这导致了就业招聘市场上人才供需出现矛盾。因此，高校继续教育培养定位应以

学习者就业、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开发学习者职业技能为重点，培养适应经济发展和行业进

步的高素质、多元化、创新型的技术技能职业化应用型人才。 
继续教育的显著优势在于，学习者能够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理论的正误性，并利用所学理论解决现实

问题。因此，高校继续教育教学应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学习者职业能力为核心，构建以学

习者职业能力提升为目标的课程体系。通过市场调研，以学习者的职业能力和发展需要为依据进行教学

设计，制订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教学内容注重学习者职业能力发展需求，重点培养学习能力、实践能

力、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等应用型技能，提升教育的实用性和针对性[8]。 
以中医药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为例，中医推拿以其“操作简便，疗效显著，适应症广泛，无毒副作

用”的特点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青睐和关注，社会对拥有专业技术的中医推拿师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基于

中医药院校的专业优势和办学资质可以开设保健推拿培训班，从而规范行业发展，提升从业者职业技能

水平，增加就业机会。 

4. 以继职融通为方向，在校院合作、医教协同上下功夫 

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是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协

调发展是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的实践探索，是实现国家战略布局、推进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9]。
“继职融通”是指继续教育、职业教育融会贯通、一体化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整合、优化两类教

育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能，通过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产学研合作、区域性

集团化发展等方面实现合力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目标[10]。 
继续教育是高校与社会进行沟通的桥梁和载体，是实现学校服务社会，立足于地方的重要窗口。对

于中医药院校等行业特色型高校而言，要深入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等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专业特色，充分发挥学校优势学科资源，充分发掘学校可利用的特色资源、校友

资源，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习者的职业素养、劳动素养和职业能力、就业能力、岗位技能，

满足学习者就业创业和职业发展需要。 
“校院合作”其本质是校院双方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彼此的持续发展，以各自具备的优势为

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就业为根本，以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重点，利用学校和医院

两种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育资源，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无缝衔接”而构建的教学模式[11]。“医教协

同”是指医疗卫生行业与高等医学院校协同发展、互相促进，共同参与到医学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包

括医学教育模式改革、医学课程的设置、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和相关的制度政策等，从而进行跨专业、

跨地区等全方位的合作育人新模式，共同提高医学生的培养质量[12]。“校院合作”和“医教协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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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医学类院校及医疗部门实现“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行业协同模式。 
中医药院校发展继续教育，可构建“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由经验

丰富的临床医生担任任课教师，以临床病例为依托讲述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组织学习者前往学校附属医

院、教学医院、社区医院等进行观摩实践，从而增加学习者临床实践机会，提升专业技能了解医生职业

的内涵，理解病患中的生命，增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5. 以服务学生为宗旨，在就业帮扶、创新创业上下功夫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到，要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强高等学校创

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原始创新能力[13]。继续教育必须尊重成人教育规律，尊重成人学习者的

生活现实，他们的学习目的和学习需求都是明确的，且有明显的职业特征指向性，在学习内容的选择方

面更倾向于能促进个人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的科目。在此双重背景下，双创教育理念为高校继续教育提

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高校需探索继续教育和“双创”教育有机融合的科学性、合理性，结合专业特色、职业发展和经济

发展需求，构建基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培育、孵化、扶持一体化教育模式。在学习

者的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学习者岗位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构建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创新创业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立足于自身学科专业优势特色，开展符合自身办学定位的双创教育，基于“三全育人”

理念，将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个环节，分层次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搭

建科学的双创课程体系，整合优质课程资源，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加强交流合作，深化产

教融合，夯实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14]。 
以中医药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为例，可搭建针对中医药专业继续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让

学习者能通过实践活动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职业能力。首先，进一步加强学校、医疗单位、社区乡

镇之间的合作，组织学习者到医疗机构实践学习，尤其是自主创业的诊所，让学习者熟悉机构的运营及

相关注意事项，提升创新创业经验；其次，深度挖掘社会、学校的创新创业资源，例如创业孵化基地、

创新创业比赛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丰富创业经验；第三，加强创新创业理念的宣传教育工作，邀

请创业成功的校友返校指导，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引导其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6. 结语 

基于学习者职业能力提升为导向的高等继续教育，是当前环境下我们教育教学实践的一种创新。以职

业能力为导向的继续教育人才培养“四梁八柱”体系的构建，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注重以成人

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学习的学习需求，针对学习者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学习需求结合学

习者自身职业、市场需求及行业的发展趋势，寻求以提升工作能力并不断的拓宽职业技能种类为重点的培

养模式，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人才各方面素质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发展途径。 

基金项目 

山东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教研基金资助项目，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3 年度继续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基于

学习者职业能力提升为导向的继续教育研究”(FXLY2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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