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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教与学方法的探讨


陈烨文　孙达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目的 提高中医学经典课程《金匮要略》的课堂教学水平。方法 总结和探索５种《金匮要略》课堂教

学思路，分别是基于背诵原文的教学讲解法、基于病因病机的教学讲解法、基于理法方药整体性的教学讲解法和

基于医案学习的教学讲解法。结果 整合５种《金匮要略》课堂教学方法，既能加深学生对《金匮要略》病－证－

方－药体系的认知，又能突出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精神，同时也使学生学到一定的中医学专业知识，使学生认识到

《金匮要略》课程教学的重要性。结论 《金匮要略》的教学和科研是一项时代的重要课题，需要重视并积极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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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匮要略》是中医临床基础课程群的重要组
成课程之一。本教研室承担５４学时和７２学时的
中医类专业教学工作。由于《金匮要略》成书较

早，成书于东汉末年时期，但是该著作的发现则在

北宋时期，并且研究的起步较晚。《伤寒论》的研

究起步在东晋时期，以王叔和为代表，而《金匮要

略》的研究起步则在明代时期，以赵以德为代表，

并且一直以来研究《金匮要略》的学者较少［１］。所

以，有人说，研究仲景学说的著作有３０００余种，医
家６００余家，但是以研究《伤寒论》为主。所以，怎
么研究《金匮要略》，怎么将《金匮要略》进行教学，

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

抛砖引玉，将近

期的思路向大家分享。

１　基于背诵原文的教学讲解法
在“熟能生巧”的学习方法启示下，有必要在

课堂教学中运用“基于背诵原文的教学讲解法”，

这个方法的具体思路是，设定背诵《金匮要略》原

文的形成性评价体系，以背诵原文获得《金匮要

略》课程的平时分，分值设置在１０～１５分之间；同
时，在课堂教学讲授中，突出原文的讲解，必要时

还可以配合中国传统的“吟诵”法，对学生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背诵、记忆中医经典是基础；而吟

诵，则是发声读诵的艺术。通过“吟诵”，学生可以

更深入地体会中医元典的语言节奏和韵律，可以

获得传统医学及人文相互融通的学习感受，

中医学专业的学习注重“童子功”，即重视青

少年时期对中医学经典著作的原文背诵，有人说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对于中医

学的学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将医学经典诵读转

化为吟咏性情。学生在真正形成吟诵习惯以后，

并不觉得学习经典是一种负担，他们反而会饶有

兴味地探求更多中医经典知识，从而完全进入中

医元典的学习当中，由此，中医经典的教学就具有

了活的灵魂。如《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脉

证第一》指出：“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

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

夜半，少阳起。少阴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

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末至而至也。以得甲

子，而天未温和，此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

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

和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以“至”

“甲子”“少阳”和“温和”为例，这些字眼在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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