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8月，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将迎来第一届南大中医荣誉
学士学位课程的25名新生，通过
科技辅助教学，以及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方式，针对本地老龄化与
慢性疾病需求，培养适应变化的
新一代中医师。

这是首个由本地大学独立颁
发的四年制中医学士学位文凭，
也是第一个获卫生部中医管理委
员会认证的中医学士学位课程。

这个学位旨在培养倡导预防
性医药保健理念和具有全方位思
维的中医药从业者，从而响应健
康SG计划。

南大中医学士学位主任钟丽
丹副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指出，新设的双语学士课程专
注于中医药及西医基础的教学，
让新一代本地医师更深入地了解
新加坡的区域性疾病。

钟丽丹说：“我们的课程将
采用崭新的教学方法，引入虚拟
与增强现实等科技辅助教学工
具，以及李光前医学院已经实施
的团队教学系统，以促进更深入
透彻的学习，并增强学生的学习
体验。 ”

课程也会注重临床技能和本
地病种的培训，如皮肤病及痛症
等。

她补充说：“我们会安排学
生到本地各个机构实习，积累临
床经验，也考虑加入海外的临床
实习，让我国学生了解中医在世
界各地的实践方式。”

四企业携手设奖学金
参与提供实习机会的本地机

构包括南大中医诊所、新加坡同
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医院，以及
广惠肇留医院等。

开学前，南大中医与多家本

地企业携手为新课程设立奖学
金，目前已有四家企业加入，其
中包括星期五（6月7日）举办50
周年庆的庆丰私人有限公司。

庆丰创办人吴志海受访时
说，最近20年来，中医和制药行
业都因科技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吴志海指出，与传统的师徒
制和独立中药店的教学与经营模
式不同，现代中医药行业已逐渐
走向标准化大学教育培养模式。

他提到，拨出21万5000元加
入南大中医的奖学金项目，是为
了帮助推动本地中医药发展，减
轻有志投身到这个领域学生的经
济负担。

关于课程费用，南大校方回
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中医
学士学位的学费与南大其他非商
科学位相当。

吴志海坦言：“本地很多中
药行都面临不小的传承挑战，年
轻一代普遍对这一行不感兴趣，
甚至有些对中医中药有偏颇的负
面印象。”

他认为，扭转这个趋势的关
键在于，中医药必须跟上科技发
展，实现自我革新与转型，让年
轻人认识到中医的博大精深与专
业性。

下来每年扩大至招收40人
不过，钟丽丹透露，学生对

新课程反响热烈，校方今年将按
计划录取25人，并在未来增至每
年招收40名学生。

她说，自主设立新学位意味
着课程内容可根据新加坡的医疗
需求随时调整。

对于学生的毕业前景，钟丽
丹认为，随着本地人口老龄化加
剧，中医学将在医疗保健中发挥
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新加
坡需要更多的中医执业者。

南大校方调查显示，本地目
前每年新注册的中医执业医师
中，有三分之一是之前南大与北
京中医药大学联合颁发的生命科
学与中医双学位的毕业生。

钟丽丹透露，校方计划结合
南大的优势，如生物医学、人工智

能、循证医学及大数据分析等，
设立跨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心。“设
立中心不仅是为了证明中医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更是为了研究其
他学科在中医诊疗中的应用。”

她也提到，在设立本科的基

础上，可以开展终身学习的执业
后培训，如证书课程、灵活的硕
士课程等，同时也为其他医疗专
业人士学习中医，特别是针灸等
提供机会。新加坡作为东南亚乃
至世界学习中医的一个窗口，可

借助我国的双语优势和优越的地
理环境，促进本地中医和中药产
业的国际化。

这是首个由本地大学独立颁
发的四年制中医学士学位文
凭，也是第一个获卫生部中医
管理委员会认证的中医学士学
位课程。南大中医学士学位主
任钟丽丹副教授指出，课程将
采用崭新的教学方法，引入虚
拟与增强现实等科技辅助教学
工具，也会注重临床技能和本
地病种的培训。

南大自主开办课程培养新一代中医师
专注于中医药及西医基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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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大学独立颁发的四年制中医学士学位课程今年8月迎来第一届新生。图为南大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许培伟（中）利用人体骨骼模型为中医专业
的学生授课。（南大提供）

中华医院的职员通过自动化配方颗粒调配机发放中药。调配机利用RFID
射频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并调配药品；中药颗粒直接落袋，避免交叉污
染。（蔡家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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