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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的课程开发一般分为五个步骤，课程的提出，校

本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后实践，总结反思，我校在中职针灸

校本课程的教学中，围绕“理论+实训”的教学思路，“以供促学，

以学促就”就业思路开设中医针灸课程，课程教学很好地促进学

生的专业成长，促进了学生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1　中职中医针灸的教学理论，教学目标

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是一种新的课程领域，是基于学生的直

接体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的综

合运用的课程，它的基本学习方式是探究学习，与其他课程相

比，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生成性和自主性等基本

特征，以学习探索领域为课程分类形式，以课程模块为课程呈

现形式，中职中医针灸的教学理论是“以学生的发展为基础，

传承当地文化特色”。基于学生对皇普谧文化的直接感受，密

切联系学生周边的针灸治疗术，健康体验馆等特色的社会活动，

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掌握针灸的病理知识，以及会简单的针灸穴位

认知，掌握最简单的针灸术[1]。

2　中职中医针灸课程的校本教材的开发

中职课程的校本教材开发要以当地学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

量力而行，我校有护理专业生六个班，有一个针灸实训室，根据课

程开设情况，严格根据校本课程开发的流程，开发《简单针》的校

本课程，从课程提出遵循开放性原则，以学生发展为主，简单编写，

实效编写，采用模块编写的特点，模块一中主要阐述针灸的病理知

识，主要以理论为基础，模块二主要采用简单的记忆为主阐述人体

上的穴位，模块三中主要是实训为基础，简单的针灸术，主要是以

视屏教学为主，学生操作为辅。在模块编写中我们合理设计了学生

评价目标，以及学生模块要达到的目标，并配有一定量的作业，同

时在编写中我们这要考虑到学生地域自豪感，我们穿插一些有关皇

普谧的生平故事，并且收录了电影《皇普谧》。

3　中职中医针灸理论课与实训课课堂教学策略

校本课程开发是基础，课堂教学是关键点，关于中职针灸

课堂教学我们采用理论课和实训课相结合的策略，在理论课教学中

多采用了“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和病理学以及生理学为基础的相

辅相成教学为主，在实训课程教学中我们采用了“任务驱动教学”

的教学方式，针对课程教学的高效性考虑，我们采用“思维导图”

式的课程教学模式，一个知识点一个评价，一个知识点一个应用。

4　中职中医针灸就业实习安排

中职中医针灸课程和学校课程是基于学生成长的需要所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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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要充分利用学生身边的课程资源，加强与工厂、农

村、企业以及社会实践基地、革命历史纪念地等单位的联系，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通过专题报告、实地考察、

调查研究等多种形式，使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实施更加生动，

更有活力。本项目开设的课程全程和本地特色的中医养生馆，

中医医院合作，采用“以供促学，以学促就”的就业模式，

根据市场的需求，开设一个班每周四节课，共 2 0 周，然后把

学生分批次安排在中医馆实习，也定期邀请专家来学校上课。

5　中职中医针灸校本课程经验总结

5.1中职中学针灸开发对教师的专业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学校是为学生存在的，课程是为学生开设的，教师所做的

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校本课程开发体现以

学生为本，所以参与校本课程开发，也有利于教师形成以学生

发展为本的理念，根据我校的教育教学情况护理专业共计12班，

有36名护理专业的专职教师，我们可以感受到，专业的成长历年

已经在这些老师头脑中扎根，学生的专业素养在不断的提高。老

师再也不局限本专业的教学，各科各类老师开始了非自身专业的

技能大赛训练工作。

5.2中职中学针灸开发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研

究能力、教学能力

为进一步丰富完善校本课程，依据学校教育教学实际，学校

启动了校本课程的研究和编写工作。通过校本课程的研究和校本

教材的编写，强化了教师的校本课程意识，加深了教师对校本课

程的理解，提高了教师的课程驾驭能力。同时教师自身的知识水

平、教学技能、科研能力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参考中职中医针

灸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逐步在文化领域开设具有当地特色的经

典历史故事的人文类校本教材，以及专业对口下的数学知识拓展

校本课程[2]。

6　结束语

总之，中职中医课程开结合本土的文化的针灸课程，有助

于学生的发展，老师的发展，学校的发展，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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