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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节强化中医临床课程教学效果

陈文强　黄小波　王宁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５３）

摘要　通过强化教学细节，可以显著提高中医临床课程学习效果。具体的方法包括：１）认真备课：教学既要反映中医的理
论体系，又要体现临床的特点；２）充分准备教学过程：通过引入问题式教学等新方法，配合多种教学形式，启发学生系统掌
握中医临床知识的能力；３）适时进行病例讨论：通过病案讨论增加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深刻全面理解所讲授的课本理
论知识，培养学生分析解决临床病证的能力。总之，在中医临床教育中，应当注意强化细节，从而逐步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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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临床课程教学是中医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中医临床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熟练的基本临床技能。我们通

过深化教学细节，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改革，经

过长期实践，学生的中医临床课程学习效果有显著

提高。我们总结了在中医临床课程教学中展开探索

的一些体会。

１　认真备课
要提高中医临床课程教学质量，认真备课是不

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我

们的教学既要反映中医的理论体系，又要体现临床

的特点［１］。在备课之先，首先要熟悉教学大纲，对统

编教材有深入的了解。只有认真学习，反复钻研，才

能得其要领。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

异，现行教材仍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变化的趋势。在

备课时，通过广泛查阅相关文献，既可以加深对教材

中内容的理解，保证教学的准确性，又可为临床教学

提供补充资料。在阅读文献时，我们特别注意整理

近年来各种中医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根据需

要分类保存。由于中医文献源远流长，其种类浩如

烟海，内容十分丰富，备课时要特别注意，切忌断章

取义，或画蛇添足，更不能随意删改为我所用，而应

当为学生提供原汁原味的知识［２］。这样经常注意吸

取多方面的知识成果，便能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使教

授的内容丰满，提高教学质量。

在反复阅读教学大纲，深入研究教材及有关文

献的基础上，认真书写教案工作。在书写中，除了对

所要讲授的知识有深入的了解外，还应对学生的知

识水准、思维过程和接受能力有充分地了解，以便采

用最有效的方式，把基本的、精华的部分准确地传授

给学生，并且通过传授的技巧使学生科学的思维方

法得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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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充分准备教学过程
课堂讲授是灌输理性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中

医临床课程是理论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内容涉及

面广，其思辩的思维方式、抽象的理论知识使同学们

普遍有“单调乏味”和“重复内容多”等情绪，教学中

若不能唤起学生的求知欲，不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

积极性，是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３］。多年来，我

们在教学方法上不断更新，通过引入问题式教学等

新方法，配合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注重启发学生系

统掌握中医临床知识的能力［４］。教学中把每个系统

中重点病证讲深讲透，将复杂的内容绘制成图表，配

合ＰＰＴ和小视频的应用，使学生便于理解掌握。讲
授中恰当引用古今医书的典型病例、民间验方、名老

中医的临证体会等使同学们深刻理解掌握各病证的

理法方药知识。一些易懂的简单病证课堂上不予细

讲，让学生课堂上根据教师布置的思考题进行自学、

提出问题，然后教师进行总结式讲授，回答学生提出

的问题，指出本病证的重点难点，总结正确的辨证思

路及临床遣方用药。这样既调动了学生刻苦钻研的

主动学习精神，又培养了学生利用中医理论知识分

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教学质

量的提高［５］。

３　适时进行病例讨论
病案讨论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是学生走上

临床的阶梯，对增加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深刻全

面理解所讲授的课本理论知识，缩短课堂教学与临

床实践之间的距离，培养学生分析解决临床病证的

能力、拓宽知识面具有重要的意义［６］。在组织学生

进行病案讨论前，教师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首先

向学生讲解讨论病案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每次讨论前要求学生认真复习所讲过的有关内

容。讨论前把所要讨论病案内容列提纲告诉学生，

以便学生熟悉了解。教师要对讨论中可能出现的一

些矛盾问题有所估计，以便于讨论中解惑。引导学

生围绕中心议题以免片面理解。在选择病案时首先

要有的放矢要与教学内容相吻合；其次，病案选择一

是要难易适中、二要具有一定的隐秘性，经过分析又

易于理解，便于掌握［７］。再其次，病案要真实可靠，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病案讨论的方法上

采取先易后难，渐进深入。对典型常见病，多发病，

容易理解和掌握的病做为学生课余讨论。对于一些

比较复杂的病案作为课堂讨论的重点，教师要重点

提示和指导。在讨论中允许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做

到百家争鸣。最后教师根据病案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解答，进行总结对于个别总结可留做下一次讨

论，这样留给学生一定时间查阅资料、思考问题，既

拓宽了学生的思路，又增添了新的知识。通过课堂

病案讨论，活跃了课堂气氛，易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巩固所学的知

识［８］。学生通过病案讨论，对病历的书写，病证的诊

断，病机分析，治则治法及遣方用药都有一个较为全

面清楚的认识，这无疑为进入临床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９］。中医临床课课堂病案讨论，打破了呆板、僵化

的“一言堂”授课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缩短了课堂讲授与临床实践

的距离，奠定了进入临床实践的基础，具有较好的教

学效果。临床病例讨论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自

我，阐述己见的好机会，也是促进教师不断提高业务

能力，教学水平和收集反馈信息的有效手段。

总之，中医临床教育是现代中医学生的一种必

备素质，是培养促进中医学文化素质的基本手段。

抓住细节，强化中医临床教学中的带教意识和引导

意识，是培养学生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临床教学中，

老师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热忱的服务态度，高尚的

医学道德，精湛的医术，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从而逐步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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