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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中医院校《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现状及

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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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内科学是高等中医院校的主干课程之一，既是对中医基础各门课程的总结，也是学习和研究中

医其他临床学科的基础。为了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我们对中医内科学

教学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等的改革思路，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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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内科学是医学宝库中理论系统性强，学

术内容极为丰富的一门学科，是中医教学中的一

门主干课程，同时也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学科

的桥梁课程。一方面，中医内科学是其他临床学

科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对中医内科学的学

习理解和临床实践，才能使得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进一步深化，故中医内科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医内科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医临床医

学的发展水平。因此，学好中医内科学对于正确

地使用中医中药基础理论预防及治疗疾病具有重

要的作用。本文就《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现状及

改革思路予以阐述：

１　高等中医院校《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现状

中医内科学是在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中药、方

剂、诊断、经络腧穴、刺灸等基础上的高度概括、总

结和运用。传统的《中医内科学》以往的教学方式

通常是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中医内科学课本为主

体的课堂教学方式，教学方式比较单一。虽然也

有时候会配合使用投影、挂图、幻灯等图像及电子

化的教学手段，但其教学效果却不理想，出现“教

师满堂灌，学生埋头抄笔记，被动听讲”的状况，整

个课堂教学气氛单调、枯燥。再加上整本《中医内

科学》教材共列有 ５０多种病证，采用照本宣科、千

篇一律的重复教学方式，每个病证都分别介绍其

概念或定义、历史源流、病因病机、类证鉴别、辨证

论治及预防调摄等内容，结果必然导致学生缺乏

学习兴趣，消极地、被动地学习，死记硬背，而不是

积极地、主动地学习，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教学效果

不好，培养出来的只能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不利

于学生个体发散思维的启迪和智能的拓展开发，

使学生无法发挥内在的、无限的潜能，无法适应临

床的要求和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

学生在进入临床阶段学习时，首先面对的是

病人对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要求医生根据自己

的所学知识及经验判断发病原因，需要哪些辅助

检查手段，根据病因、望闻问切及检查结果并作出

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因此，学生一旦进入临

床，接触实际的临床问题，就会千头万绪很难理出

主次，觉得自己在学校所学的基础知识与临床实

际有很大的距离。此种教学方式优点是教学内容

 基金项目：陕西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４年校级《中医内科学》课程综合改革项目（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