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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医学人文类课程

教学改革与实践


杨硕鹏　卜菲菲　周亚东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　要：医学人文类课程是中医药类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目前医学人文类课程的教学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从革新教学理念，培养自主学习；优化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综合考评方式，服务就业方向等方面提

出了基于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医学人文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以期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培养高素质临

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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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医院校培养计划教学课程设置中，医学
人文类课程主要包含了《医古文》《中医药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大学语文》等多门课程，医学人

文类课程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主

要途径，在中医药本科人才的培养的过程中发挥

着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重要作用。

当前，自主学习一直是教育学派和心理学派

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国内外对自主学习的研

究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主学习突出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的一面，强调学生可以通过选择

性地应用元认知和动机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学习能

力［１］。然而在既往的教学中由于医学人文类课程

教学内容广博，系统繁杂。因此，如何合理有序地

安排这些教学内容，充分应用网络平台，展开自主

学习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增强大学生

综合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１　医学人文类课程体系的研究现状
医学所具有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使其

在医学科学迅猛发展、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现代医

学模式改变以及卫生服务需求程度的背景下，对

医疗工作者人文精神的要求越来越高［２］。因此，

高等中医院校担负着医学培养和输送合格人才的

重要责任，现在均进行了一系列医学人文类课程

的教学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存

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重专业、轻素质；②重
记忆、轻能力；③重理论、轻实践；④重科研，轻教
学。所以说，医学人文课程体系的构建、整合和完

善，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体现在科目、

课时的增加上，还应在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把握。

２　医学人文类课程体系的探索与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宝贵精

神财富，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基，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是

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３］。医学人文类课程是从医

学和人文的角度，立足中医经典，结合时代发展，

研究中医药文化底蕴和内涵的一门学科，是中医

学重要的基础课程。为了适应当今社会对医学人

才要求的不断提高，医学院校均不同程度地开展

了有关教学理念转变及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研

究［４］。现结合我校教学实际，就医学人文类课程

体系的建设进行相关实践、探索与思考。

２．１　革新教学理念，培养自主学习　科学院院士
杨叔子曾强调说：“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

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精髓；没有人文

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精神与人

文的内涵。”教学工作是高校的中心工作，革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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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念，树立教育新观念，就是从根本上实现医学

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体化，人文精神的培养

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需求，要渗透

于整个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与中医药文化建设相结合，以中医药核心价值理

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开设中医药健

康养生文化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增强师生们的

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从而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更好地培养跨学

科、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

根据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我校教

学实际，以《医古文》《大学语文》《中医药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艺术导论》《书法鉴赏》等 ６门
课程为例，设立科学合理的自主学习方案，编写学

习任务单，使用不同的自主学习任务单：如：①《医
古文》《大学语文》主要在低年级大一学生开设，可

以采用通用型以及专题型学习任务单，从一些具

体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展开，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引导学生分组展开专

题学习，从而掌握相关重点难点。比如医古文的

教学中，我们设立的一课自主学习单，要求学生

“大医精诚，致敬大医”，在课堂教学中图文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举例讲述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和

高尚的品德修养，同时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进一步

了解到古代大医的成才之路，更加坚定自身的中

医信仰和专业素养。②《中医药文化》《中国文化
概论》等课程大多在二年级以上开设，可以采用专

题型以及研究型学习任务单，引导学生阅读中医

药文化经典、文献著作，撰写读书笔记，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中医思维和家国情怀，对于传承、弘扬、

保护、发展中医药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③《艺术
导论》《美术鉴赏》等课程偏于理论鉴赏，涉及众多

艺术门类，教师不可能一一讲解，可以选择众多门

类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设置网络型学习任务

单，引导学生小组自主学习后专题汇报，记录下每

位学生的发言情况，并提交分析报告。同时结合

学生的艺术爱好和特长，引导学生加入艺术社团，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优秀文化，培养学生

全方位的综合能力，开展诸如《黄帝内经》等经典

诵读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知识竞赛，中医

药文化艺术节，中医药健康文化作品征集，全国悦

读中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２．２　优化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　人文医学的
教学任务应当紧贴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卓越

医生应当具有的人文素质服务，精选核心课程，优

化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强化课程内容的针对

性和实践性、大力推进人文与医学结合等方面，构

建实现人文医学教学任务的总体设计［５］。与医学

专业课程相比，医学人文类课程在保证知识传播

和知识系统性的同时，更适合采用 ＰＢＬ、ＣＢＬ等方
式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从而实现教师和学生双主

体互动，在实践中充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同时可以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结

合我校师生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关探索合实

践。例如进行校园的文化载体建设和实训载体建

设，打造示范社团活动，如中医药文化艺术节、经

典朗诵大赛、校园情景剧等；增强新媒体互动，充

分高效地利用网络推广平台，注重教育教学功能

整合及开发；举办医学人文系列讲座，如新安医学

论坛、医学人文学术沙龙、医学人文教育月活动

等；打造系列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如安徽省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新安医学文化馆；

校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新安医学古籍

部、新安医学图书特藏馆、校史展览馆、校园文化

墙等，不仅展示着中医药的历史文化、特色诊疗，

还有新安医学的学术特色、学术流派与用药标本

的展示等，将教学与科普宣传教育相结合。打造

中医药文化名片，吸引留学生交流求学纷至沓，加

强中医药文化的海外合作交流。在校园活动和社

会实践的过程中提供创新交流平台，鼓励创造优

秀的中医药文化科普作品，通过系列的体验式、互

动式、启发式的活动，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营造浓厚的人文

氛围，积极推进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

２．３　综合考评方式，服务就业方向　教育评价体
系对教学方式有导向作用，所以要把侧重基本知

识考核的教育评价体系转到侧重应用知识能力考

核的教育评价体系上来［６］。结合我校实际，根据

不同自主学习方案，以就业为导向，改革考核评价

方式，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构建综合的考核评价

体系。

２．３．１　形成性考核　①考勤提问；②完成学习任
务单：包括口头汇报、专题讨论、专题汇报、小组学

习等。　　　　　 （下转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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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唐存贵，李灵芝，金鑫，等．大黄酸 －雌酮对去卵巢大

鼠骨质量的保护作用［Ｊ］．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１１，１７

（６）：４８４－４８８，５２５．

［２０］郭福．三七对骨重建偶联中细胞因子 ＩＧＦ－１，ＩＬ－６

表达影响［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１，３（１５）：２０－２１．

［２１］张维，尹宏兵．鹿茸、三七等中药联合治疗骨质疏松症

的临床疗效分析［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６，１４（３０）：１６４

－１６５．

［２２］曾锁林，施熊兵．葛根素对去势雌性大鼠骨质疏松症

及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的影响［Ｊ］．河北医药，

２０１８，４０（２３）：３５６６－３５６９．

［２３］杨芳芳．丹参酮ⅡＡ抗骨质疏松活性及其提取分离工

艺研究［Ｄ］．甘肃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８．

［２４］陈郭勋，庞瑞明，王明潮，等．身痛逐瘀汤治疗气滞血

瘀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疗效分析［Ｊ］．河北中医，

２０１８，４０（１１）：１６５２－１６５５，１６８６．

［２５］王志奇，陈军，王守刚，等．血府逐瘀汤治疗老年骨质

疏松性脊柱压缩性骨折的临床效果［Ｊ］．临床医学研究

与实践，２０１８，３（２７）：１３６－１３７．

［２６］刘耿朗，张华峰，刘娟．加味补阳还五汤治疗老年性骨

质疏松的疗效及对骨代谢的影响［Ｊ］．中国老年学杂

志，２０１２，３２（２２）：５０５２－５０５３．

［２７］赵蓉，蒋俊，肖世长，等．桃红四物汤逆转斑马鱼模型

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的研究［Ｊ］．药学学报，２０１９，５４

（２）：３１３－３２０．

［２８］黄昆．健脾益肾强骨针法对骨质疏松模型大鼠股四

头肌力学特性的影响［Ｄ］．昆明：云南中医学院，２０１８．

［２９］马成，向昱阳，刘明怀，等．针刺联合虎潜丸辅治老年

骨质疏松性腰椎压缩性骨折临床观察［Ｊ］．实用中医药

杂志，２０１８，３４（７）：８１８．

［３０］王建民，李华东，王振东．温针灸结合补阳还五汤口服

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后

残留痛［Ｊ］．中医正骨，２０１７，２９（１１）：６９－７０＋７３．

［３１］毛凌宇，吕立江，刘鼎，等．推拿结合中药治疗原发性

骨质疏松症临床观察［Ｊ］．新中医，２０１８，５０（１１）：２０１

－２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编辑：方亚利



）

（上接第１５１页）
２．３．２　终结性评价　根据课程性质以及教学大
纲的要求，可以分成以下三种方式进行：①《医古
文》《大学语文》使用闭卷笔试考核。《医古文》

《大学语文》课程中是研究中医药古籍语言、文化

现象的一门学科，涉及到古代医药文选和古汉语

基础知识。因此在考核中沿用闭卷笔试考核方

式。试卷题型除选择、填空、问答等传统题型外，

还应有综合分析的题目，如医古文分析讨论、医案

医话赏析等，着重考察学生利用知识的能力、综合

分析能力、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中医临床思维。②
《中医药文化》《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是趣味性、实

践性很强的课程，主要采用任务驱动型考核，结合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在教学中平时就布置各种自主学习

任务。期末考核主要在平时实践的基础上，撰写

论文综述和读书笔记两部分组成，讲好中医药文

化故事，发出中医药文化声音。③《艺术导论》《书
法鉴赏》采用 ＰＰＴ汇报形式考核，基于网络平台和
自主学习等多样化的教学考核方式，即无纸化考

试，已经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考试方式。旨在拓

展教育教学内容和形式，引导学生完善人格修养，

强化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增强

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本次医学人文类课程突破了既往单一课程的

教学改革探索，从医学人文类课程整体出发考虑，

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构建基于自主学

习能力的医学人文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既是

一个研究课题，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一种人文

的实践，以期提升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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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Ｊ］．卫生职育，２０１３，３１（５）：５－６．

［５］杜治政．医学生的培养目标与人文医学教学［Ｊ］．医学

与哲学（Ａ），２０１５，３６（６）：１－６．

［６］孙丽霞，康立源，张伯礼．转变传统教学理念培养中医

临床思维［Ｊ］．中医教育，２０１０，２９（２）：１４－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３　编辑：文颖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