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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诊断是以中医理论体系为基础的学科，研究诊

断疾病、判断疾病和确定治疗方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它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学科之间的桥

梁，内容复杂，知识点琐碎就像四诊一样，容易给学生

抽象的感觉；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也直接影响到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效率，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根

据中医诊断方案的特点，本文采用了以建构主义理论为

指导的多样化教学方法。

一、建构主义理论背景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活动不是教师单方面向学生传

授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根据外部信息和自己的背景知

识建构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由教师获得的，而是由学

生在特定的背景下获得的，即在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

其他人使用必要的学习资源，作为意义理解方法的一部

分。它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考

虑学生的兴趣。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积极学习和发现

知识，并利用已有的经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教师在

整个教学活动中扮演组织者、导师、助手和倡导者的角

色。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教学过程由四个要素组

成：创设教学情境、开发协作学习环境、交流对话和

主动构建学生的智能意义。因此，基于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构建过程、协商过程、现

实环境体验过程。本文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结合中医

诊断学的学科特点，探索了我校护理专业相关课程教

学模式的改革。

二、建构主义理论对中医诊断学教学模式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在医学教育中得

到广泛应用。其教学理念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学生作为自己知识网络的研究者和建设者，强调自己的

核心作用。教师采用各种教学模式和方法进行组织、指

导、帮助和促进，使学生达到自主生成现有知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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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理论也认为学习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学习

开始时，注意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概念和事实的准确性

和内涵，并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在教学

后期，要求学生真正理解和灵活运用知识，形成自己的

知识网络。因此，在建构主义框架下，利用多种教学模

式和方法，根据课程特点对知识点进行分类，可以很好

的融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根据中医诊断学课程的

特点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内容，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采用不

同的教学模式：（1）基础理论教学阶段注重知识体系的

建设；（2）辩证思维形成阶段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培

训；（3）在临床应用能力培养阶段，练习中医四诊、临

床诊断和辩证思维技巧。

三、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诊断学教学方法

概述

1. 协作小组的设计

在课堂上选择一个班级作为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实

验班级。把班级分成 10 人小组，小组成员的学习能力要

大致平衡。提前培训小组成员了解小组的优点和特点，

明确小组学习的方法和技巧，指导学生在将任务分配给

团队成员，明确各自的任务，指导学生规划学习阶段，

并指定团队成员记录完成任务的过程。

2. 辨证思维形成阶段，训练临证分析思辨能力

辩证思维形成阶段临床分析应注重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培养。关键是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接触学

习内容，认真思考、分析和应用。这个过程是构建知识

体系的关键。你可以把所学的中医基本理论结合起来，

知道常数与此同时，通过对类似证人进行比较，可以拓

宽思路，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证据法。疾病识别与检测相

结合，引入病例教学，并将临床病例与理论知识联系起

来。中医诊断学教学内容主要是以诊断为主，而临床诊

断一般是以疾病检测为主，可以加深对某些已证明疾病

的认识。

3. 临床诊断情境设计

建构主义指导下的教学模式关注的不是学习环境，

而是教学环境。学习环境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情境创

设。需要设计的学习情境应该允许在与现实非常一致或

相似的情况下进行学习。培养学生临床技能的理想方法

是向他们灌输真实临床环境的感觉。因此，我们根据具

体的学习任务设计适当的临床护理情景，让学生在角色

扮演过程中发现并内化新知识。四诊是一种中医诊断方

法，对学生的实践要求很高。我们实施了标准化的患者

管理方法（SP），并选择了四名综合素质的学生。通过

作为标准化患者的培训，模拟病例，建立诊断和治疗的

临床场景，使学生在模拟的临床环境中学习观看、询问、

感受诊断方法和注意事项。模拟医患个人诊断的临床情

况，让学生体验临床感受，实现学生在望闻问切方面的

学习和考核。

4. 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

理论教学的最终重点是临床实践，对理论知识进行

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实践。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

鼓励学生及早临床实践，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及早接触

临床实践，并最终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了提高理论

知识的应用水平之外，学生在理论知识课上还会得到更

好的理解，教学效果也会得到提高。同时，教师应创造

条件，尽快让学生接触临床表现，直观地将基础理论与

临床表现联系起来，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中医方剂治疗的

原则、方法、基本流程，揭开中医诊断的奥秘，明确自

己的教学方向，树立学好中医诊断的信心。

四、结束语

总之，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框架内，提倡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学生扎实掌握基础知识，构建中医诊断

知识体系，形成中医思维方式十分重要。每种教学方法

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科学规划和教师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

方法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认识和主动性，同时

有助于更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使

学生能够对临床诊断进行辩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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