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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类创新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苏　颖
（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摘　要：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围绕课程建

设，改革教学内容，促进课程分化；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课程建设内容；创建特色教学平台，创新课程建设内容；加

强教材建设，促进课程建设改革；注重科学研究，提高课程建设水平；通过文化育人，丰富课程内涵建设；强化管

理，保障课程建设质量。通过一系列的课程改革与实践，为中医基础类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以期对

中医基础类创新人才培养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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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人才培养的重
要基础。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建设能为人才

培养质量提供保障。二级教学单位对课程建设及

教学改革起着重要的引领、指导、落实及监督管理

作用，教研室是组织教学的基本单位，是三级教学

管理的重要环节，决定着教学改革想法能否实施。

多年来，我们基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转变教育

观念，把加强课程内涵建设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

以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为引领，深化教学改革，培

养教学团队，强化教学管理，提高了教学质量。兹

述如下。

１　深化改革，促进课程内涵建设
１．１　改革教学内容，促进课程分化　在课程建设
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中医药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与课程内容的关系，针对不同专业调整和完善

教学内容，分化出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相应课程

２７门。例如：《内经选读》分化出《中医运气学》，
《医古文》分化出《中医文化概论》，《方剂学》分化

出《中医药膳学》，《人体解剖学》分化出《局部解

剖学》《断层解剖学》等，以适应人才培养目标，使

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在教学实践中收

到良好效果。

１．２　创新教学方法，促进课程改革
１．２．１　改革教学方法，丰富课程建设内容　以国
家资源共享课、国家级精品课程《内经选读》为引

领，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改

革［１］。例如，坚持多年的学院教学研讨会为教师

改革搭建了交流平台，编印《基础医学院教学改革

论文集》８册，每届会议均有４０余篇优秀教学论文
得以交流发表；近年邀请校内外教育教学专家讲

座３９次，《园丁下午茶》教改沙龙启发了青年教师
改革的思路，具有多年传统的每周三下午教研室

集体备课保证了课程质量；各课程根据各自内容

特点，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内经》“三段”教学法、

ＰＢＬ教学法、对分课堂、翻转课堂、案例教学法、读
书报告会、多元化教学法、易位教学法、汉字听写

大赛、医学英语大赛、《黄帝内经》知识大赛、方剂

歌诀知识大赛、《伤寒论》知识大赛、《金匮要略》知

识大赛、温病学知识大赛、生理技能大赛、药理技

能大赛等等方法改革［２］。长期的教学改革，不仅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规划课题（ＧＨ１３２３２）
作者简介：苏颖（１９６０－），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研究方向：《内经》教学与研究。Ｅ－

ｍａｉｌ：９２５０９５９９５＠１６３．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