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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医学教育体系中，中医学是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在慢性

疾病以及康复理疗、养生治疗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良好的诊疗效果

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医学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现阶段，通
过对临床医学专业发展现状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的中医学发展规模以及发

展速度上出现明显的滞后现象。与此同时，在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由于

中西医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在培养目标以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上存在一定差异性。因此，针对中医学教学方法改革探讨是十分有必要

的。以下，本文对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中医学教学方法现状以及改革措施

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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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中基础课程之一，中医学教学质量

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1]。由于受到西医思维模
式影响，现阶段在临床医学专业中医学教学中学生在理解与知识
学习上存在一定困难，如何提高医学教学质量，提高临床医学专
业课程中医学教学质量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一、中医学教学现状分析 
中医学课程主要包括中药学方剂学以及中医诊断学等内容，

其中在我国各类医学院校中针灸推拿以及中成药等治疗技术是
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也是各类医院治疗中不可或缺的治疗方法。
通过中医学教学改革，能推动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获得实践技能，
也为其走入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根据现阶段临床医学专业
培养方案，学生在医学院校前期已经进行了系统的胚胎学组织以
及生理学等西医课程学习，但是由于西医与中医属于不同理论体
系，在教学方法以及思维方式治疗手段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得许
多学生在中医学习时存在一定困难[2]。西医教学理论具有较强的
可证性而中医学理论可证性弱，许多学生在初次接触到中医学习
时往往存在难以理解以及学习兴趣不高等现实问题。要实现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中医学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改变灌注式的中医学
教学方法，优化课程教学方法等，实现中医教学实践改革，推动
中医学教学质量提升。 

二、临床医学专业的中医学教学改革方法 
1、对课程知识体系进行优化 
针对当前临床医学专业中中医药教学现状，在临床医学专业

学生培养目标设计上要重视对中医学教学思路的讲解，对辨证处
方规律以及四诊技能进行重点强调[3]。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
从中医学角度去进行疾病的诊断与应用，从而提高其诊断治疗的
本领。除此之外，在专业基础课程以及专业课程教学体系中要将
中医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重点教学内容，通过临床展示使学生获
得临床思维培养，通过广泛运用案例教学对学生临床问题解决能
力以及常见病症的临床思维进行培养。除此之外，根据教学目的
以及临床教学特点，对于中医学教材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与整
合，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对教学内容以及课时进行合理设计。如在
经络与针灸学教学时，可以将这两个教学内容合为一章进行授
课，通过安排两个学时的理论课以及四个学时的见习课即可以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学生将学习内容化
整为零。又如将四诊和辨证合为一章教学时，运用两课时进行四
诊的主要内容以及望舌和切脉的方法及注意事项讲解。通过对课
程知识体系的优化，在较短时间内使学生具备相关专业能力，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改革教学方法 
在临床医学专业中医学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灌注

式教学方法，以提高医学水平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为目的，合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能
够接触到大量的中医学信息与临床资料，通过不断的学习以及练
习了解医学动态，获得专业能力的培养。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法，将临床医学中典型的案
例在学生面前进行生动展示，通过指导学生对临床案例的表现以

及病因、诊断与治疗等方法的实际学习与应用提高临床教学效
果，同时帮助学生对中医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与回顾，从而
加深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巩固与提高[4]。其次，可以运用病例讨论
分析等直观教学方法开展专题讨论，运用多媒体为学生进行病例
的展示，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以及学习过程，增强学生主动性，
提高学习兴趣。除此之外，引导学生运用形象思维法对中医学独
特的思外揣内、取类比象的认知方法进行学习，使学生在医学诊
断过程中基于基础的表象观察整体联系与感悟准确判断病因。为
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交叉性，教师可以组织双向交流课堂教
学法，将多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组织学生进行合作讨论，通过
双向交流将使课堂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学生在对问题的共同
参考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学习感悟，学习效果更加显著。 

3、加强实践互动，提升动手能力 
在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动手能力始终是临床专业学生

专业程度的体现，在临床医学专业中，医学教学中学生要通过反
复的实践互动获得相关能力的提高[5]。医学作为临床经验总结出
来的学科，其中的许多知识点都是通过实践获得。在开展教学过
程中，教育工作者要针对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设计教学大纲，将
章节设计与理论实践融为一体。例如在四诊中的脉诊讲解过程
中，可以要求学生以两人为一小组相互进行脉诊，结合教学内容，
将具有典型异常脉象的学生作为标准化病人进行辨证分析。可以
让学生收集相关中药标本，在课堂中进行传阅，观察其外形产生
直观印象，如校园中常见的蒲公英，小蓟等进行收集鉴定，对该
药的四气五味性能以及功能主治进行研究。通过加强课堂实践，
提高学生课堂活跃度，也使学生在中药学习过程中对中药课程中
的教学内容有深刻体验，从而把握学习的重点与难点，显著提升
教学质量。 

结语： 
总而言之，在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中医学教学过程中，教育工

作者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同时也要关注学生学习
兴趣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通过改革教学方式，优化课程体系
等使学生学会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获得专业水平以及能力的提
高，成长成为适合医学行业发展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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