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研究———络病学

进一步改进络病学教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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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络病学是研究中医络病学说及其临床运用的临床学科，包括种络病的发病机理、诊断、治疗等方面，是对中医内科学等临
床课程一个很好的补充。络病学教材在全国多家高等院校开课，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络病学教学是一项新的工作，需要在

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不断与从事科研、临床的人员加强合作，吸取宝贵经验和意见，不断改进络病学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质量，使络病学教学在培养中医人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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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病学是吴以岭院士建立的一门中医学科，有关
络病学的理论是中医学在近代和现代出现的唯一较为

系统、完整的中医学新理论，在中医学界有极大的影

响，不仅出版了相应的专著———《络病学》《脉络学》

等，还编写了供高等中医药院校使用的教材，并成为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可并推荐的创新教材。目前在许

多中医药院校都已开设了络病学的课程，分别对本科

生或研究生授课。南京中医药大学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
后，在本科生中先后开设了 １０期络病学的选修课，
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每期选修的学生一般都在

６０名以上，人数多时超过 １４０人，为了满足广大学
生选修的需要，从原来每学年开１期，增加为每学期
开１期。

参加听课的同学反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不仅对

络病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而且扩大了知识面，增加了对

各种络病的发病机理、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对中

医内科学等临床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特别是对治

疗络病的方剂和药物有浓厚的兴趣，觉得通过本课程

的归纳，对原有的中药学和方剂学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总之，学习了本课程后，既加深了中医基础课的理论，

又拓宽了中医临床课的知识。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１）课程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体现，由于我校
的络病学作为自由选修课，所以许多学生对其不够重

视，认为该课程可有可无。２）对该课程的宣传不够，许
多学生往往在开始选修时没有选该课程，甚至认为这

是一门关于经络学说的针灸学课程，而在听其它同学

学习完以后介绍该课程的内容才后悔没有选修。３）授
课对象不够明确，一些非医学专业的学生也会选修该

课程，而医学专业的学生反而不一定选修，同时，该课

程的对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们虽然是针对本科

生开课的，但也有一些研究生希望学习这门课程，但没

有专为研究生而设立该课程。４）教材内容有一些杂乱
之处，其中教学内容与科研内容有的没有界定，本科生

教学要求和研究生教学要求界限也不明确。５）教师队
伍不够稳定，教研活动较为缺乏，师资的教学水平参差

不齐。６）在该课程的管理上也有不够规范之处，特
别是对教学水平及效果缺乏必要的评估。当然，此外

还可能存在有更多的不足，所以我们广泛征求了学校

领导和教务部门、任课教师、学生的意见，就进一步

改进络病学教学，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水平提出下列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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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明确课程定位
要安排好络病学的教学，应对课程有一个正确的

定位，首先是对该课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定位。中医

络病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显然是一门医学临床学科，

也可以看作是中医内科学的分支或深化。但是多数院

校对该课程的定位并不明确，所以也没有引起一定的

重视，一般都是作为选修课，而且多数是作为自由选修

课，由此而造成选修学生的专业、年级的混杂，其中有

药学、护理、经贸等专业的学生，由于对中医药学基础

知识较缺乏，因而这些学生对于络病学内容的理解就

较为困难，也很难达到教学要求。同时，一般安排的学

习课时也较少，多数是１８课时，计１学分。还因为对
该课程的定位不明确，所以在本科阶段中哪一年级开

设这门课程也难做得妥当，有很大的随意性。我们的

设想是在中医院校的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四

年级开设本课程，即在中医内科学课程学习结束后，在

进行最后一年生产实习前开设本课程。而且也可以考

虑在上述专业把该课程作为限修课，使更多的学生能

学习该课程。同时把学时定为３６课时，计２学分。至
于在其它专业，可以把该课程作为自由选修课，课时也

可以定为１８学时。
本课程也可以在中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中开设，

作为中医内科学的延伸课程，但需要另外编写教材和

教学大纲。

２　修订新的教材
现在使用的络病学教材是用于高等中医药教育的

第一部教材，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络病学的理论体

系和临床的运用，为在中医药高等院校开设络病学课

程创造了条件。但该教材毕竟是前无借鉴的创新教

材，而且至今也有８年多了，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
该教材一些不足之处。如内容较为庞杂、有些新的进

展未能放入、适用对象不够明确、前后内容有一些重

复、临床病种不够广泛、教学内容上多局限于以岭药业

产品等。因而我们考虑应该对该教材进行修订，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１）组织教材修订的写作班子，主
要吸取全国开展络病学教学较好的单位里从事络病学

教学的教师参加。２）按教学对象的不同要求，分别重
新修订编写适合本科和研究生用的教学大纲，同时组

织对原教材的修订，并制作相应的 ＰＰＴ及视频材料。
研究生用的教材除了介绍络病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外，着重在临床应用及开展络病学理论和临床的科研

方法。３）按教材要求对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
性、实用性进行梳理，去除一些重复之处，特别是在介

绍临床病种时，其内容要与中医内科学有所区别，强调

运用络病学说指导诊断治疗，不能与一般的中医内科

学一样。４）在介绍临床病种时适当扩大病种，并考虑
加入案例分析。５）在介绍络病学理论的临床应用时，
可以更广泛地吸取现代临床上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经

验，特别是有的治疗方法虽然没有提到络病学理论，但

可以运用络病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完全可以引用以说

明络病学理论的实用价值。

３　改进教学方法
络病学作为一门选修课，而且教学内容多，学时

少，要达到教学要求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在改进

教学方法上下工夫。我们初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努

力：１）突出重点：在不多的课时里把络病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讲清楚，在讨论临床病种时，着重讲清络

病学说对该病诊断治疗的指导意义。２）紧密联系实
际：授课时必须结合临床诊疗的实际情况和个人的经

验进行教学，不能照本宣科，这样教学内容才不会枯燥

乏味，学生们也会感到学到了在其它课程教学中没有

学到的内容。授课过程中注意“虚拟临床”。学习的

目的在于应用，专业知识学的好坏，关键看能否用它解

决实际问题。授课过程中，能注重联系临床实际，把应

用络病学理论诊治的临床实例讲授给同学，这样在巩

固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加强了年轻人对中医的信

心。３）掌握深入浅出：在授课中力求使络病学理论通
俗易懂，变得适合当代年轻人的口味。所以，讲课过程

中尽可能用当代临床上浅近的事例形象生动的描述，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授深奥的中医理论。通过学

习，有助于促使学生会学中医，学会中医。４）进一步加
强影象教学：现有络病学的教学课件对该课程的教学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还有进一步修订的必要，特别是

加入一些临床诊治实例的影象，更能引起广大学生的

学习兴趣。

４　加强教学管理
由于本门课是选修课，而且很可能是中医院校里

唯一有企业参与教学活动的课程，因而一般院校的管

理方面往往不够重视或不够规范。我校对该课程的设

置较为重视，不仅列入教学计划，编入每学期的教学课

程表，而且每期开班前都要做到“三确定”：确定教师、

确定时间、确定教室。教学过程中坚持考勤，布置作

业。在教学结束后向教务处上报选修学生名单和学习

成绩以及教学小结，并由教务处盖章，分别由教务处、

基础医学院、以岭药业存档。我校为了加强络病学的

教学，从２０１３年起，经学校领导和人事处批准，在基础
医学院正式成立“络病学教研室”，安排三位教师负责

（下接第１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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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论尚需通过更多的具有好的顶层设计及研究质量

高、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来发挥 Ｍｅｔａ
分析的优势并做出客观、可信的评价，从而为 ＤＰＮ患
者的治疗达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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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张根娣，李天江，徐斌，等．通心络联合腺昔钻胺治疗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７４例疗效观察［Ｊ］．疑难病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５）：３７５－３７６．

［１１］张燕，丛春玲．通心络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观察［Ｊ］．吉

林医学，２００４，２５（６）：５６－５７．

［１２］曹卫华，周力，刘志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神经传导速度与

通心络的干预效应［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５，９（２５）：１５５－１５６．

［１３］李月斌．通心络胶囊与甲钴胺联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２４例

［Ｊ］．北京中医药，２００８，２７（８）：５９６－５９８．

［１４］李金荣，王宝玉．通心络胶囊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Ｊ］．白求恩

军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５（５）：２９２－２９３．

［１５］洪星，王文锐．通心络胶囊联合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４５例临床观察［Ｊ］．中国现代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１３（５）：３５－３７．

［１６］王国祥．通心络胶囊与甲钴胺联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３０例

［Ｊ］．临床医学，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４６－４７．

［１７］王建芳，马奎军．通心络联合弥可保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

观察［Ｊ］．中医药临床杂志．２０１１，２３（８）：６８１－６８２．

［１８］韩勤芬，华文进，薛俊．通心络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分析

［Ｊ］．福建中医药，２００４，３５（１）：１６－１７．

［１９］魏耀周，韩璐荣，马大为．通心络胶囊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３２

例临床观察［Ｊ］．疑难病杂志，２００４，３（６）：３５５－３５６．

［２０］明华，王传梅，卢国华，等．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

床研究［Ｊ］．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２００４，４（１）：１０－１１．

［２１］李骏．通心络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观察［Ｊ］．广西医科

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１８（５）：６８１－６８２．

［２２］王志强，庞国明，闫镛，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中医证型分布规

律研究［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１，２６（１５５）：４８７－４８９．

［２３］刘会贞，王玉中，刘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中医证型聚类及其

与病变程度的关系［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１，５２（１１）：９４５－９４８．

（２０１４－０９－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１３８０页）
教研室的具体工作，其中包括：承担本校本科生和研究

生络病学的教学任务；配合以岭药业承担全国有关络病

学任课教师的培训工作；配合以岭药业组织络病学教材

的修订及有关教学课件的制作；配合以岭药业进行络病

学教学经验的交流；联系境外有关教学机构开展络病学

教学工作，并试行由境外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以便使络

病学的教学能长期持续下去。

５　重视教学反馈
教学反馈包括教师、学生和教务部门以及以岭药业

等多方面，其主要内容是教学效果、教学中的成绩和不

足、以后改进的意见等，在这基础上对络病学的教学进

行评估。此外，以后我们将继续在以岭药业的支持下，

对参加络病学课程学习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每期学习

结束时按学生的出勤情况、作业和考查成绩，评出１５％
～２０％的优秀学生，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
络病学的教学是一项新的工作，还需要在教学实践

中不断探索、总结，我们要密切配合以岭药业，与全国从

事络病学教学、科研、临床的人员加强合作，吸取他们的

宝贵经验和意见，不断改进络病学的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使络病学教学在培养中医人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２０１４－０９－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４８３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１０


	2014年世界中医药10月第10期 123
	2014年世界中医药10月第10期 124
	2014年世界中医药10月第10期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