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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针灸学穴位定位实训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
黄丹青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广东 茂名 525400）

摘要：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学期的学生只能通过网络线

上上课，《针灸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何仅仅凭借

网络来指导学生们进行实训，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是所有《针

灸学》科任教师都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本文就笔者在教学过程

中对于穴位定位的实训教学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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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学》的实训课程分为两大部分：穴位定位和刺法灸法。

由于学生在家里缺乏刺法灸法各项操作需要使用的器具以及出于

安全考虑，所以将刺法灸法的实训内容安排到疫情结束学生返校

后再在线下进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穴位定位的线上实训教学。

一、利用信息平台辅助教学

疫情期间所有课程都是在线上进行教学，所以需要利用很多

网络平台进行教学，首先是利用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建立班课，

接着利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的优质课程资源辅助教学，比如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走进针灸》、厦门大学的《针灸学》等，对

于穴位定位的教学帮助最大的是“经络穴位图解”App，这款 APP

有十四经络所有穴位及大部分的经外奇穴的穴位定位视频、穴位

的位置、取穴、特性、主治、临床应用、及刺灸方法。学生们通

过观看“经络穴位图解”App 里的视频就可以直观地了解具体每

一个穴位是怎么在人体中定位出来的，类似于实训课时老师的演

示，而且学生们可以反复观看，随时观看，这是传统的线下课堂

教学所不具备的特性。

二、剖析“经络穴位图解”App

在进行教学之前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经络穴位图解”App

是否适用于课堂教学？应当如何利用它进行教学？《孙子·谋攻篇》

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在课程开始之前就将“经络

穴位图解”App 里的内容，特别是每个穴位的定位视频都看了一遍，

对这款 App 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结论以下。

涉及三个方面，以及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架构全面，关于穴位的知识要点都有展示，比如

归经、定位、主治、刺灸方法等。与课本的内容类似，有利于同

学们摆脱课本，随时进行学习。存在问题是个别穴位的取穴方法

错误，需要进行纠正。

（二）每一个穴位都拍摄有在人体中进行定位的过程的视频，

并且制作精良。类似于线下实训课时的教师演示。存在的问题是

部分穴位的取穴较为复杂，拍摄的视频没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对

于初学者来说难以通过视频学习如何取穴。

（三）具有搜索功能，查找穴位简单方便。另外根据经络对

穴位进行分类，方便学生对穴位归经的记忆。存在的问题是不能

进行学习监测，无法确定学生们是否有打开 App 进行学习、学习

的进度如何。

经过分析之后得出结论为：可以利用这款“经络穴位图解”App

进行教学，但是仅仅要求学生通过这款 App 进行自学是达不到教

学要求的，学生们在利用这款 App 进行学习时，老师需要从旁进

行引导：对于错误的取穴方法需要提前指出并将正确的取穴方法

拍摄成视频展示给学生看；对于一些定位较为复杂的穴位要结合

各种手段进行专门讲解；对于学生们的学习监管可以通过布置任

务来促使学生们自主学习。

三、线上实训穴位定位的操作流程

穴位定位是针灸的基础，只有准确定好穴位的位置，在穴位

上进行的针、灸、点按等操作才能发挥防治疾病的效果，所以学

生们学会穴位定位的方法并能准确在人体中进行定位是这门课程

的重点内容。在讲解经络腧穴这部分内容时采取的模式是：①先

进行理论的讲解，②课后布置任务：要求学生们课后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在人体中定位某一穴位的视频的拍摄并上传到超星学习通

平台，由于每次课程中涉及的穴位都比较多，不可能要求学生们

每一个穴位都拍视频，所以要提前分配好每位学生需要拍摄的穴

位定位，一般每位同学拍摄 1-2 个穴位；学生们利用“经络穴位

图解”App 学习如何在人体中进行穴位定位的方法。③布置任务

同时发布实训提要：包括 App 中存在的问题和部分特殊穴位进行

定位时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很多同学定位足三里穴时，只记得

在犊鼻下 3 寸，忘记还有距胫骨前嵴外一横指。④教师在第二次

课前将所有学生提交的视频都看一遍，并进行评分和评价。⑤老

师根据学生提交视频中的问题进行归类总结，为第二次课制作好

讲解 PPT 和（或）视频。⑥第二次课采取直播的形式对学生们提

交的视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统一讲解，指出学生们容易出错的地

方，教会学生们如何利用“3Dbody”App 寻找体表解剖标志等。

四、教学效果分析

本次课程一共开设了 7 次类似的穴位定位实训课，根据学

生们提交的视频，统计数据为：实训课共为七节课，每节课学生

提交的视频总数，存在错误的视频数量（个），以及错误率分别

为：第一节课：118 个，75 个，63.6%. 第二节课：115 个，63 个，

54.8%. 第三节课：116 个，65 个，56%，第四节课：118 个，34 个，

28.8%，第五节课：118 个，21 个，17.8%，第六节课：114 个，12 个，

10.5%，第七节课：115 个，10 个，8.7%。

根据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前三次课程学生们的错误率都

在 50% 以上，说明学生们还不能掌握准确的穴位定位方法，但是

后面四次的课程中，错误率已经大大下降，并且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最后一次课程的错误率不到 10%。可以分析出刚开始学生们还未

掌握穴位定位的方法和要点，所以存在的问题较多，但是经过老

师多次的总结及提点之后，错误率大大下降，最后学生们已经基

本能掌握穴位定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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