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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经络腧穴学》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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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大学生获取学习资源的途径广泛,网络慕课、碎片化知识的积累也较以往更为轻松,学生对课

堂教学的要求也更高。 2020 年初因疫情而广泛开展的线上教学,更是对当代大学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应对

时代的发展,我们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从学情分析、团队建设、教学设计等角度,并以《经络腧穴学

·绪论》部分内容为例,阐述了改革教学方法和课程评价体系,促进学生提升学习素养和团队学习能力的实践,
以期对针灸学专业基础课教学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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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学作为中医最具特色和原创性思维的学

科,依靠其独特的“经(穴)辨证”体系,从“理、法、
方、穴、术”五个层面,展示了人体观、健康观、疾病

观和养生观。 《经络腧穴学》作为针灸推拿学专业

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为中医思维培养、专业技

能训练和针灸临床应用打下坚实基础的一门课

程,主要包含了“针灸起源和发展概述”“经络腧穴

总论”“经络腧穴各论” “经络根结标本和气街四

海”以及“经络腧穴现代研究进展”等内容,是针灸

学体系的“理、法、方、穴”基础,其核心内容涉及的

经络循行分布、病候特征,腧穴的定位、归经、作
用、特定穴属性,经络气血运行的特点和应用,以
及经穴诊断的实际引用等内容。 对当代大学生而

言,由于缺乏足够的传统文化熏陶和实际生活应

用经验,既难于记忆,也困惑于知识点的理解和

应用。
大学的首要责任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

“教什么”和“如何教” 是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但由于网络

信息的便利,各种网络资源随时都能触及,慕课学

习、碎片化知识的积累等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

容易,也给当代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难题:如何更

加准确地解决“道”“业”“惑”的问题,如何在课堂

上提高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 2020 年初受新

冠疫情的影响,许多学校开展了线上教学。 与课

堂互动不同,网络教学无法即时关注到学生学习

状态,对学习效果的把控度相对较小。 因此,必须

重视发展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重视学

生独立学习能力、创造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做好学情分析,认真思考教学

内容搭建,结合学生发展特点,运用多种教学方

法,创新教学设计,则成为当代大学教师必须认真

思考的问题[1 - 3]。 笔者从事《经络腧穴学》教学十

余年,参与编写了多版教材,本文结合近年来的教

学经验,在“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支持下,对
本课程的教学设计改革进行探讨。
1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优势

由于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学习到相关知识的

不足,以及现代科学体系对学生思维习惯的影响,
难以顺利进入到“中医针灸”的思维中,而《经络腧

穴学》作为引导针灸推拿学专业学生步入针灸殿

堂的专业基础课,有效地衔接中医基础理论等课

程体系内容成为关键。 从“阴阳学说”引出“三阴

三阳”的经络体系、从“精气学说”引出“营卫之气

循行流注”的特色,均应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特点,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4 - 6]。 如在总论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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