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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研究生导师沙龙顺利举行 

9 月 26 日，第十期研究生导师沙龙在肿瘤医院 2 号楼 5 楼会议室举行，会

议由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吴鸿翔科长主持。本次会议邀请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吴炅教授作了题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实践与体会”专题报告，各

学院 10余位导师代表参加了此次沙龙。 

吴教授认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生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将他们培养成一名好的

临床医生。他强调应该让学生有时间进行临床实

践，跟着导师看门诊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与病人和家属沟通的能力以及专业相关的观察

能力。同时，吴炅教授认为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寻

找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年轻导师可以从“补

短板”和“强专长”两方面指导学生寻找临床课

题。“补短板”指的是对标国内乃至世界最好的临床中心，发现学科的短板。“强

专长”指的是利用学科或科室的优势，开展一些更可靠、更有价值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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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了解自己所在学科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热点，并从中寻找亟待解决的临

床问题，吴教授强调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文献阅读习惯和综述撰写的重要性。吴教

授认为，临床导师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临床样本出发，与国内外较成熟

的实验室合作，可让学生系统掌握科学研究的能力。最后，吴教授认为导师不应

过于热衷追求成果。他认为教会一个学生去发现他感兴趣的问题，然后找到一个

好的方式去提出问题，并学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种培训学生的过程远比成

果更为重要。 

吴炅教授已经毕业的学生杨犇龙医生也参加了本次沙龙，并和大家分享了他

在研究生学习生涯中的感想和体会。专题报告结束后，与会导师代表与吴炅教授

就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大家各抒己见，现

场氛围活跃。 

 

 

 

 

 

 

 

 

 



指导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实践与体会 

                                  吴 炅 

主持人： 

很高兴各位导师能在繁重的医教研工作中抽出时间参加今晚的导师沙龙。导

师沙龙作为我校每年大规模导师培训的一种补充形式，会选择文科、理科和医科

的主题轮流举办。目前，临床医学导师约占医学导师总数 60%，且每年还在不断

新增导师。根据之前调研，新增临床学科导师在指导研究生选课，临床、科研带

教，论文撰写以及如何引导研究生更好地成长等面临许多困惑。为此，我们今天

非常荣幸邀请到肿瘤医院吴炅教授给我们做关于“指导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实践与

体会”的专题演讲。吴炅教授目前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乳腺外科主

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乳腺癌的外科诊疗以及乳腺癌转移相关分子

标记物方面的研究，现担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连续

举办多届国家级乳房重建学习班。吴炅教授曾主持 973 国家重大课题的子课题，

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SCI论文 70余篇，

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厅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今天我们邀请吴

炅教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在临床医学研究生指导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大家欢迎！ 

 

吴炅教授： 

谢谢吴老师的介绍，收到这个邀请我有点诚惶诚恐。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我 1993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是最

后一届临床医学 6 年制学生，随后念了肿瘤学硕士和博士。1998 年毕业之后留

在肿瘤医院工作，到今年正好满 20年。我从 1994年 1月份开始进医院，之后一

边做住院医生，一边做科研训练。大家也知道那时候科研还是很浅，但我很幸运

跟了一位好的老师，选择了一个好的学科，而且医院整体的教学、科研氛围都非

常好，所以在研究生成长过程中也有些感悟。成为硕导以后，开始招收七年制硕

士生；承担国家自然项目之后，开始招收科研型硕士。2008 年成为博导后陆续

招收博士研究生。因此，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确实有些心得和体会。 

首先，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应该将培养他们成一名好的医生作为首要

目标。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临床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他们



到这个医院来，主要是为了学习先进的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这个技能包括外科

医生动手能力、手术技巧，以及如何将新的技术、好的设备合理地用在临床上。

既然是一名附属医院临床医学研究生，还是要让他有一定的时间在临床上。这并

不意味着学生一定要去管理病人，他们也可以跟着老师去看门诊。我觉得看门诊

是一个很好的带教过程。我做学生的时候非常珍惜每一次跟着老师去看门诊的经

历，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学生在看门诊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他们的表达能

力，与病人、家属沟通的能力以及和专业相关的观察能力。通过门诊的训练可以

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培养学生规范的临床技能。对于有临床轮转要求的学生，学校

要求他们到中山、华山这样的综合性医院去跨科轮转。学生会来问我要选择哪些

科室实习，我都会选一些肿瘤医院相对欠缺的学科。因为这些学科可能他们在今

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没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对于这部分学生，要

给他们在其他科室学习的时间，而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限制在实验室。 

其次，发现临床问题，培养学生进行临床研究的能力。临床医学导师任务不

仅仅是普通病人的诊疗，还需要用我们所治疗病人的资料尽量去开展一些更好的

研究。通过临床上好的研究结果，去影响我们整个行业，让它成为指南，或者成

为推动这个行业革新的基础。我刚刚做导师的时候，对于发现临床问题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概念，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学科将来在临床上如何发展。在十几年的导师

生涯中，我个人也在不断的成长，对所在学科领域不断探索，并发现许多有价值

的问题。 

我认为临床问题的寻找可以从“补短板”和“强专长”两方面着手。一方面，

接轨国际最先进的医疗机构，寻找这个学科在临床上的“短板”。我带的几乎所

有的临床专业七年制、八年制的学生，都让他们做相对偏临床方面的课题。我招

的第一个学生黄晓燕，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科室的副主任医师。我当时就给她一

个课题，让她去研究前哨淋巴结术中细胞学印片是否能够比较好地诊断腋窝前哨

淋巴结的转移。我的学生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一方面弥补我们临床

本身的“短板”，同时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和交流沟通的能力。当你发现“短板”

以后，可以召集你的学生，我们一起去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从而促进整个学科

的发展。另一方面，“强专长”同样是一个发现临床问题的途径。目前我们中心

乳房重建手术开展得很多，术后病人的满意度也很高。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例如：绝大部分跟乳腺癌病人乳房重建相关的一些临床问

题，循证级别都非常低，达成的专家共识和指南，它的循证级别也非常低，这就

意味着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通过设计更高水平的临床研究来回答。既然我们的

“专长”是大量乳房重建病例，我们就可以通过收集特定病例来回答某些问题。

我们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问题着手，比如：我们可以去比较我们自体皮瓣和假体

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可以对比中国女性乳房各个径线跟欧美的女性之间

有没有差别，然后通过径线测量，能够较好地去评判我们用什么规格的假体。在

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设计更好的前瞻性研究。为了更

好地进行临床研究，我会让我的学生一起去参与科室内小的前瞻性数据库的建设。

我们正在做一些保乳，肿瘤整形、重建相关的一些手术的结构化数据库，希望通

过整合这个数据库，以及病人报告的重建术后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等测评表，前瞻

性地收集一些信息，为解决临床问题提供更有价值的循证医学证据。为了寻找有

价值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功课，包括阅读大量新的文献。最近两年我让他

们去检索我们感兴趣的外科领域发表的高质量文章，包括一些大样本的系统回顾，

荟萃分析和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然后一起进行读书报告。通过读书报告会，

我们可以了解感兴趣领域国际上的研究现状，寻找亟待解决的问题，并着手牵头

组织国内的多个中心参与我们设计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在读书报告的同时，

我建议学生们应该把相关领域的文章做一些检索，写一篇好的综述。我觉得综述

是培养学生的一个敲门砖，在综述撰写过程中，有利于学生思考、归纳能力的

训练，而且可以发现更多的临床问题。 

有一些临床研究生会对实验室研究感兴趣。在临床医院里面有一个好处，你

比较容易发现转化医学的需求。比如针对不同病人对药物治疗敏感性的差异，我

们可以有计划地去收集一些样品，通过基因芯片或者高通量测序等手段寻找潜在

靶点，并且通过体外实验进行验证。虽然这样的研究相对简单，创新性相对不够，

但是通过这样的科研训练，使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科研能力。今后走上自己的工

作岗位，也会保持对科研的兴趣。寻找合作者对一个临床专业的导师来说也很重

要。可以选择志同道合基础研究方面的导师，和他们共同申请和完成一些转化性

课题，也可以与国外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实验室合作。我现在的两个研究助理都曾

到国外的合作实验室做过 1到 2年的科研训练，她们出去以后进步很大，回来之



后都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而且发表了较好的文章。当然，现在大部分的临床专

业导师可能会把学生送到一个专门的实验室。但是，即便他们没在身边，导师也

应该设法了解他们的科研动态。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导师，我个人觉得我不会去过于追求成果。如果他做

得不好，或者没有发表达到一定的影响因子的文章，你就说这个学生不行吗？我

认为教会一个学生去发现他感兴趣的问题，然后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提出问题，并

且学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种培训学生的过程远比成果更为重要！每年在上

海召开的全国乳腺癌会议，我指导过的二三十个学生都会回来参会，他们很多人

仍然在从事这个专业，而且热爱这个学科。他们正在做一个好医生，而且一直很

喜欢这个专业，那我觉得我指导学生就是成功的。反过来讲，你若过于追求产出，

太急功近利，甚至用一些不好的方法去做不恰当的事情的时候，只会让学生逐渐

讨厌所选择的学科。我们导师应该给他们树立一种榜样。比如，导师愿意付出宝

贵的时间去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榜样，这对学生的影响可

能要远远超出一般的授课。我觉得对一个临床医学的学生来说，导师个人的职业

行为、职业操守和个人的追求、兴趣，也是很重要，可能对学生的一生会有一定

的影响。 

主持人： 

刚刚吴炅教授的演讲内容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今天吴教授从一个新的视角给

出了不一样的培养思路：如何从自身成长的经历思考学科发展的方向；在临床上

如何接轨国外来“补短板”；如何将临床思路转化为课题从而获得科研方面的提

升；如何将研究生的分类培养整合在科室和学科的发展等等，这些均给我们很多

启发。另外，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了吴炅老师之前毕业的一位学生，让他从学生

的角度谈一谈研究生生涯的感想和体会，大家欢迎。 

杨犇龙医生：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的杨犇龙。毕业已

经十年了，我还是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能在吴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我跟吴老师学习了在医学这条道路上该如何去做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好的

医生，一个临床科研工作者。 

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体会。首先，从吴老师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个临床的



导师是如何言传身教。吴老师严谨的科研态度完全体现在了他对所有学生临床和

科研上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吴老师持续学习的态度。乳腺肿瘤领域知识更

新换代非常快，不管是临床还是基础方面的，吴老师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停

地学习和吸收新的知识。 

最后一点，吴老师非常善于安排自己的时间。他有许多学术上和行政方面的

职务，但是还能抽出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来指导学生。以上三点我有非常深的感触，

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Fudan Supervisor Service Center，简称 FSSC），于 2016

年 11月成立，主要职能：提供政策咨询、组织导师培训与导师沙龙活动、发布导师相关信

息、协调处理师生关系以及开具博导证明等事务性服务。  

Email：gs_supervisor@fudan.edu.cn  

联系电话：021-65642077 

联系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8号楼研究生院 225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