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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的《中医学》教学改革研究
成晓燕　张　轶　卢洪梅　程　吟 *

（广东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中医逐渐被人们重视和认可。

除高等中医药院校外，部分高等西医院校也开设中医学专业，培

养应用型中医学人才，有的高等西医院校虽然没有开设中医学专

业，但会开设《中医学》课程。应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医学》

的学习难度颇大，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可以解决传统教学

模式存在的问题，学生能熟练掌握中医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本文对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的《中医学》教学改革进行了

深入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些具体策略，教学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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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形成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蕴涵丰富的中国传统

哲学思想，因此中医学既抽象又形象。中医和西医属于两个不同

的理论体系，西医较为直观明了，理论和方法理解起来难度不大，

需要学生进行大量的实践练习，而中医本身就是对学生逻辑思维

的考验，学生只有将中医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内容相整合，才能形

成较为全面的理解。

但在《中医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学生

只是被动地将某些知识点死记硬背，在之后的学习或实践过程中

慢慢理解，学习中医显得非常吃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网络教学被广泛应用到高

校教学中，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受到了挑战。线上和线下教学模

式各有优势和不足，只有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才

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能更好更快地掌握中医学知识和技能。

一、《中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难度大

医学专业本科学制一般为五年，比非医学类专业学制要长，

一方面是因为医生职业事关病人的生命，医学生只有在透彻理

解理论知识和熟练掌握临床技能的基础上，才能胜任临床医疗

工作。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医学学习任务重，学习难度较大，尤其是

中医学专业的学习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

方剂学、中医内科学、针灸学等数门学科课程，并且还要阅读大

量古代中医药文献，课时多，任务重，无形中会让学生感受到很

大的学习压力。

西医院校开设的《中医学》课时少，教师在有限的课时中只

能选取其中重要的知识点进行讲解，没时间在细节上展开，以致

于有些知识点学生难以理解，不易消化；实践课时更少，学生动

手实践机会不多。因此中医学教学质量不高，教师教学难度大。

（二）师资力量参差不齐

医学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临床实践经验，脱离临床医疗实践的

教师从事教学，难以找到教学工作中的轻重点，有时讲授的书本

知识与临床实际脱节，课堂教学不形象不具体，难以引起学生的

兴趣。

有时甚至回答不了学生提出的临床相关问题。因此中医学教

师必须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在教学中适当引入临床病例讲

解，教学内容既生动又具体，学生容易理解和消化。

在中医高等院校，不乏有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学专业教师教

学，但总体而言中医学专业的师资力量较为短缺，特别是大多西

医院校的中医专业教师比较年轻，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因重

于教学和科研，临床经验相对不足，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过度依

赖教材，不能很好地将教学内容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从而达不到

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有些学生之所以报考中医学专业，是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父

辈们要求其学中医，或学生本人对中医学怀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但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就会逐渐感受到中医学习的枯燥无味以及

学习中医的难度和所要付出的努力辛苦，自身的学习积极性就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尽管很多西医院校学生对中医感兴趣，但受社会舆论影响，

对中医往往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尤其是在没有真正理解中医知识

时，很容易对中医产生错误的认识，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抵触心理。

少数学生功利性较强，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深奥的中

医基础理论知识，只想走学把脉、开方、抓药的捷径。

在《中医学》教学内容中，会出现很多名词术语，以及大量

的古文内容，十分地晦涩难懂，学生学起来特别吃力，这无疑也

会成为学生学习中医的阻碍。总体来说，学生学习中医的积极性

普遍不高。

二、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的《中医学》教学改革研究

（一）在线推送教学资源，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中医学》教学中，授课时间有限，很多内容都需要学生自

主学习，借助学习资源更有利于提高学习自主学习效果。高教教

师应合理利用网络上的资源优势，在网络上搜集整合与中医学教

学内容相关的教学资源，将其中的优质教学资源制作成微课视频

或课件让学生在线上进行自主学习。

优秀的课件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供很多的便利，教师也

可以根据课上教学内容，制作出教学课件，并将其推送给学生，

要求学生根据教学课件进行课前预习。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寻找学习资源的能

力，告之寻找资源的方法和路径，引导学生自主搜索教学资源，

这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学习

方法。收集资源和制作视频或课件需要教师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

力，但能大大提升线上线上混合式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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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上教学结合课堂教学，带领学生进行深度思考

课堂教学是《中医学》教学的重中之重，是学生的主要学习

时间，决定着学生能否真正掌握中医学知识。将线上教学和课堂

教学结合起来，则能最大化地提升教学效率。

在《中医学》课堂教学当中，因为学生已经在课前通过线上

视频或课件进行预习，对上课的教学内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所以在课堂中教师可以针对重点和难点知识进行讲解，具体讲解

内容可以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进行动态调解，如某一知识点学生

都能理解，那就没有必要在课堂进行详细讲解，重点讲解学生不

明白的知识点，这就要求教师在线上与学生进行充分沟通，了解

学生的学习进度。

在课堂中可以预留出充分的时间与学生开展课堂互动，讨论

某一知识点，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既可活跃课堂，又能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很多中医学专业教师在医院从事中医临床诊疗工作，但因为

教学条件限制，学生到教学医院中医科室见习机会少，教师床旁

教学很难。但线上教学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利用线

上教学平台进行直播授课，选取合适的病例，根据病人的具体情

况进行针对性的讲解，从而让学生了解中医术语下所对应的具体

病症及治疗方法。并且还可将直播内容进行录制，学生随时可以

线上点击观看。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充分利用

各种教学资源，加深学生对中医学的认识和理解。

（三）在线回答学生的学习问题，增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感

情

如果学生只是一味的埋头苦学，而无法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说明学生还没有透彻理解所学知识。因为中医学课程较多，或中

医学课时有限，教师和学生所接触的大部分时间在于课堂教学，

课堂互动时间少，学生提问的时间不多，或在提问过后只能得到

较为模糊的回答，无法完全消除心中的疑惑。

通过线上网络教学平台，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进行互动，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随时在平台上向教师提出问题，教

师在线上同步或在规定时间一一解答学生的问题。

师生之间还可围绕某一知识点进行探讨和分析。通过线上互

动，有利于增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中

医学习兴趣。

（四）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蕴含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的根，是中医的灵魂。《中医学》授课不单

单只是传授中医理论知识，更注重祖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中注重课程思政融入。

以传承中医药文化为契入点，让学生养成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修身养性、拥有良好的医德，如《大医精诚》曰：“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

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指出医者要有高尚的品

德修养，体现了中医的人文精神。

融入思政元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生才能更加深刻理解

中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自信，提高医

德修养，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营造风清气正和谐的就医环境。

将思政育人理念与中医知识传授紧密结合，注重学生德育培养。

（五）线上线下教学评价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评价包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

价和进行课程评价。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采取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教学评价不再采取传统的单一终结性评价，单

纯地只看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而是将学生线上的课前观看音视

频、课后作业、小测验和课堂上的互动、讨论等情况都计入平时

成绩，注重形成性评价。

因《中医学》知识点多，晦涩难懂，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普遍偏低，

不及格率较高，这种传统的单一终结性评价往往会挫伤学生学习

中医的积极性。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促进了形成性评价的多样化，教师

能全面地了解学生对中医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并根据学生的

学习效果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法；另一方

面也会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结语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随着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

日臻成熟，教学的网络化、多媒体化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

中医教学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采取在线网络平台推送

教学资源、线上教学结合课堂教学、在线回答学生的学习问题、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线上线下教学评价相结合等一系列教学改革

举措，使学生充分理解并掌握大量的中医学知识，培养了学生主

动学习中医和思考中医的好习惯，有效地提高了《中医学》的教

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并为学生日后的就业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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