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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项目以“两性一度”和新技术平台的利用转化作为改革方

向，探索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中医诊断学》“模式、资源、环境、

工具”四位一体的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建设路径。两年实践期内，

《中医诊断学》获批首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省级一流

课程、省级课程思政样板课程、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河南省本科

教育线上教育优秀课程一等奖等，项目组发表国家级论文 8 篇，编写

著作 5 部，获厅局级教学奖 2项，立项厅局级教学项目两项，并在兄

弟院校进行了推广应用，课程在线学习人数 1 万 6 千余人，效果良好。

关键词：中医诊断学；建构主义；混合式金课；设计与实践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打造中医药教育相关课程的“金课”，是新医科教育背景下传承

中医药精华、守正创新的要求

2018 年，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提出“金课”应当具有高阶

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简称“两性一度”。2019 年,教育部决定启

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双万计划”。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要强化中医思维培

养，改革中医药院校教育。

因此，“双万计划“背景下，中医药课程的“金课”建设对

于建成一流的中医药专业，提升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

作用。

1.2 建构主义理论对“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医诊断学》课程改革具

有重要意义

“建构主义”理论重视学习环境的构建，以协作、互动的学习方

式来让学生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与传统教学相比，学生接受

信息时不再完全被动，教师作为指导和促进者，也不仅仅是知识的灌

输。学生以教材为对象，以信息技术作为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的认

知工具，能够有效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1.3 打造“模式、资源、环境、工具”四位一体的线上线下混合式《中

医诊断学》金课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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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课程体系的必修课程，直接关系到学生

中医辨证思维的建立和后续课程的学习，课程涉及的信息复杂而庞

大，传统教学中容易导致学生产生抽象、枯燥、乏味等印象，进而对

所学内容浅尝辄止。

近年来，《中医诊断学》在教学改革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为把本课程打造成“金课”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

教学模式设计尚不能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有机融合，课程资源较

少且缺乏前沿性，教学环境及教学工具的先进性和互动性有待进一步

提升、“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不够深入等。

2.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思路

本研究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探索教学模式的改革、课程资源

的开发、课堂教学环境的设计、智慧课堂教学工具的应用等四个方面，

打造《中医诊断学》“模式、资源、环境、工具”四位一体的线上线

下混合式金课。

在培养基本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

力和中医临床思维，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的创新人才，帮

助学生在多个维度实现成长，体现出《中医诊断学》课程的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达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同时，通过该研究，探索较为合理的符合中医药基础类课程特点

的混合式金课建设模式，力求通过经验推广，使更多学生受益。

2.2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组织座谈会等，为顺利推进下一步教学改革奠定

基础。

组建与时俱进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团队，通过网络教室、智慧

教室、实训教室、智慧教学软件等完成混合式金课的教学设计和实施。

通过专业的网上教学平台、视频录制公司完成信息化教学资源的

制作和发布。

针对混合式教学的有效设计、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制作及课

程思政案例库的完善、智慧教学环境及工具的引入、多元化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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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等方面，进行邀请资深教师、教学管理人员论证细化金课标准。

对项目实施前后学生满意度及成绩对比等方面进行分析，了解改

革前后存在的效果差异。

2.3 研究重点与难点

研究难点：“四位一体”混合式金课的教学设计、科学规范的多

元化成绩评价体系的建立。

研究重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制作、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完

善、与时俱进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团队建设。

3.成果完成情况

3.1 编写了《中医诊断学》“四位一体”混合式金课的教学设计

对《中医诊断学》进行“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设计，其中包括

教学模式（利用线上慕课、课堂派等开展的混合式教学）、教学资源

（线上线下教学文本、前测及后测练习题、作业、讨论、知识点微课、

名师教学视频等）、教学环境（以有利于督学、助学和导学为原则，

突出教学空间特点）、教学工具（突出智慧+）等方面的设计。

教学模式设计上，针对知识、能力、情感目标的不同层级，有侧

重采用不同的混合式教学。同时，充分挖掘思政元素，注重价值引领。

教学资源设计上，将科技发展前沿等引入课程，增加研究性、创

新性、综合性的内容，扩大知识的深度与广度。

教学环境设计上，充分考虑现有平台，对以教师空间和桌椅设计

为特色的空间环境、灵活多样的教学时间环境以及以网络多媒体为代

表的技术环境等进行设计。

教学工具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智慧课堂的需要，使互动真正达到

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3.2 实施了《中医诊断学》“四位一体”混合式金课的教学方法

改革教学方法，使其能够体现出“两性一度”的特点，使学习体

验和结果具有开放性和探究性。

教学模式上，线上组建助教团队，引导学生对知识主动探索，实

现对所学知识的自主构建。线下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式教学、探

究式教学和翻转式教学等，培养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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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上，线上教学视频时长 5-15 分钟，内嵌测试弹题，把

文本资料上传到网络，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更新。线下经典医案、

科研论文等教学资源充分体现前沿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侧重培养学

生的探索性和主动性。

教学环境上采用智慧教室、网络教室、实训教室等，借助网络直

播、视频回放、随机弹题、章节自测为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环境。

智慧课堂教学工具深入采用课堂派，通过发布分组任务、数据即

时反馈、测试等，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以及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3.3 改进了《中医诊断学》“四位一体”混合式金课的教学评价

根据我校实际和课程特点，按照调查问卷的结果，将线上课程由

二分之一调整为三分之一，将过程性考核分数比重从 30%逐渐增加到

50%、60%。

通过提高考核难度，丰富探究式、论文式、答辩式等方式对学生

进行过程性评价，既体现了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也可以

评估教学资源的可利用度。同时，借助教学平台的环境和智慧化的教

学工具，加强非标准化、综合性评价等，从多环节多维度考查学生的

学习投入、学习成果和差异化能力。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等对教学模式、

资源、环境、工具等内容进行整体评价，做到了“以评促教”、“以

评促改”。

3.4 将思政教育与中医诊断学教学的创新性融合

将课程思政与中医诊断学在以下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融：（1）

理论融合。中医诊断学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可

以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实现融合互通。（2）价值观融合。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以人为贵、

大医精诚的精神，也是中医诊断学教学乃至中医学教学的价值观目

标。二者可以实现齐头并进、相辅相成。（3）实践融合。在实训教

学中，教导学生注意用整体、联系的观点去全面看待分析问题，培养

科学思维和优良品格，实现专业技能培养与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

2020-2021 年，共申报省教育厅课程思政项目 1项、校级思政项

目 1项，校级思政样板课 1 项，撰写课程思政论文 4 篇，已完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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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诊断学》思政教学设计 1 套，课程思政教学幻灯 1套。

3.5 录制和更新了《中医诊断学》线上、线下视频教学资源

更新后线上视频资源累计共158个知识点，新录制实训视频7个。

新视频中采用了创设问题情境、学生模拟演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小组讨论等形式，贯彻“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的教学理念，

扮演好辅导者和启发者的角色，体现出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

度。

3.6 建设了国家级一流课程等 6 项高级别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2020-2021 年，《中医诊断学》获首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

流课程，河南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河南省课程思政样板课程、

河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在疫情防控期间，被评为河南省本科教

育线上教育优秀课程一等奖，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中医诊断

学》顺利结项。

3.7 已见刊国家级论文 8 篇，已录用待发表 9 篇

本研究已在以下五方面撰写了相关研究论文：

一是对课程思政的创新思考。撰写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中医诊

断学教学的探索_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例》、《思政教育与<中医诊断

学>闻诊教学融合的探索》、《论思政教育在中医诊断学四诊实训技

能课中的应用》、《中医诊断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改革探索》等。

二是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撰写了论文《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中

医诊断学教学方法的探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中医诊断学》

混合式金课的建设思考》、《基于智慧课堂的《中医诊断学》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等。

三是辅助教学手段的应用实践，撰写了《基于课堂派平台支持下

中医诊断学智能化创新教学模式探索》、《王国斌教授临床诊疗视频

在中医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基于王国斌教授临证医案选讲探讨

中医诊断学教学改革》。

四是教师对“双一流”、“金课”建设的思考。撰写了《卓越医

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背景下中医学一流专业建设初探》、《新时期高

等医学院校二级院系教学督导体制建设之我见》、《双一流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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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

等医学院校临床师资队伍建设初探》等论文。

五是教学专业知识的研讨。撰写了《探析“上竟上，下竟下”思

想》、《基于“见微知著”原理探析伏邪理论在疾病早识中的应用》、

《浅谈中医诊断学中的变易思维》。

目前，已见刊国家级论文 8篇，已录用待发表 9篇。

3.8 编写著作 5 部，成功申报相关教学成果奖 2 项

出版《王国斌处方实录》用于课堂案例教学，出版《中医理论基

础》、《中医诊断学研究》分别用于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参编《中医

诊断学》十四五规划教材 2 部。

《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实践研究——以河南中医药大

学为例》、《王国斌教授临证医案选讲在中医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获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3.9 争取了教学立项 2 项

《基于中医“整体观”构建三位一体高校课程思政教育评价体系

研究》获河南省教育教学“十四五”规划项目立项。

《跟全国名老中医王国斌做临床》获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十四

五”规划教材建设立项。

3.10 打造了信息化教学团队，在全国教学比赛获奖

项目组教师参加培训学习 30余人次，项目负责人程凯采用混合

式教学在第五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三等奖，并成为河南省

名师工作室的骨干成员。

3.11 学生参与度提升，满意度提高，综合能力提升

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学生普遍反映对课程线上资源质量、

线上教师答疑互动、线下教学设计等较为满意。

同时，学生线上学习、测验、讨论、考核等被充分纳入形成性考

核，有力地推动了形成性考核改革，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起

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课程教学改革前后同一专业学生成绩对比显示，在线下授课时间

大幅缩减的情况下，学生的考试成绩保持稳定，但病案分析能力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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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明显提升，综合辨证思维已初步形成。

同时，经对比发现，2020 年下半年评教成绩较 2019 年下半年有

明显提升，2020 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影响，只能采用单一线上教学，

评教成绩稍有回落，但 2020 年下半年，整体采用“四位一体”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后，评教成绩明显提高，反映学生对此教学方法满意

度较高。

4.特色与创新之处

4.1 建设“模式、资源、环境、工具”四位一体的多维度课程建设方

案

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模式的实践、资源的开发、环境的设计、

智慧课堂教学工具的应用等方面进行建设，帮助学生在多个维度实现

成长，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中医思维的人才，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4.2 打造教学信息化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混合金课”

（1）注重线上和线下教学设计的差异性，注重教学活动与目标

的对应，特别注重线下教学设计情境的创设，使学生有更深入的建构

主义学习体验。

（2）注重信息化教学设计中“互联网+”的助力。通过对信息技

术工具和信息资源的使用进行设计，使网络教学平台、智慧化教学软

件、网络资源、典型病案等能够切实帮助学生完成问题的解决。

（3）注重协作能力的培养。实训教学、翻转课堂设计中，突出

分组协作性，并将学习结果采用灵活、非唯一的方式进行展现，从而

完成学生对知识的意义建构。

（4）强调针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评价。使用多种过程性评

价，及时改进教师的教学设计。同时，针对评价对资源进行优化选择，

有效地利用信息化学习资源。

4.3 完成教育主体从教师到学生的转变

线上课程将“中医诊断学”课程中的各章节拆分成内容逻辑递进

的若干知识点，由问题入手，引导学生进行学习，设计问答、师生互

动等环节。学生课前通过慕课进行自主学习，线下课堂教师减少了对

知识点反复讲解的时间，结合翻转课堂的形式，将课堂的主题回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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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角色上，弥补了传统面对面教学机制上的缺陷。

4.4 有机融入课堂思政内容，潜移默化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教学目标的设定融入价值塑造的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灵魂和主线，深入挖掘《中医诊断学》课程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思想政治教育“无痕”融入课程教学，强化

学生使命感，进行价值引领和品格塑造。

5.推广应用价值

5.1 成果水平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中医诊断学》“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

模式已在河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作为试点进行了运用，并逐

渐推广至全校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

医养生学等本科专业实施，受益学生 2000 余人，收效良好。

本项目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以中国大学慕课学习平台

资源和课堂派软件为依托，以智慧教学环境为载体，结合翻转课堂、

BOPPPS 等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创

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体系。其符合“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

量，可明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积

极性，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整体观思维。已立项建设

了国家级一流课程等 6 项高级别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研究成果在国家

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8 篇，已录用待发表 9 篇。

5.2 推广价值

本项目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教

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体系，自建的视频资源已在中国大

学慕课平台有序运行 3 年，疫情期间四个学期共帮助 1 万 6千余人进

行了线上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已

被其他院校在中医基础类课程教学中应用，为其他医药院校加强课程

内涵建设、推广混合式教学，遵循“两性一度”标准，打造系列金课，

培养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优秀中医药人才，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起到

了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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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学位委员会 

关于公布 2022 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 

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有关高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提升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豫教研〔2021〕79 号）《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

于做好 2022 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申报

工作的通知》（教办研〔2021〕260 号）精神，经个人申报、学校

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省教育厅、省学位委员会决定批准

立项建设一批“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以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 南 省 学 位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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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 学校代码 项目建设学校名称 精品教材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资助金额（万元） 

YJS2022JC15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PLC技术与应用（S7-200 SMART系列） 王宗才 1.5 

YJS2022JC16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基础代数 陈晓友 1.5 

YJS2022JC17 10464 河南科技大学 高等有机化学 马军营 1.5 

YJS2022JC18 10464 河南科技大学 管理信息系统 徐会杰 1.5 

YJS2022JC19 10465 中原工学院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杨磊 1.5 

YJS2022JC20 10465 中原工学院 织物结构与性能 刘让同 1.5 

YJS2022JC21 10466 河南农业大学 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转译十五讲 田朝阳 1.5 

YJS2022JC22 10466 河南农业大学 现代汽车节能技术 慕文龙 1.5 

YJS2022JC23 10466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旅游资源汉译英教程 李永红 1.5 

YJS2022JC24 10467 河南科技学院 化学化工专业英语 王丙星 1.5 

YJS2022JC25 10467 河南科技学院 材料测试与分析简明教程 杜家熙 1.5 

YJS2022JC26 10471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诊断学研究 王常海 1.5 

YJS2022JC27 10471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儿科学研究进展 任献青 1.5 

YJS2022JC28 10472 新乡医学院 现代心脏形态学概论 李琼 1.5 

YJS2022JC29 10475 河南大学 管理学理论前沿 张洁梅 1.5 

YJS2022JC30 10475 河南大学 常见运动损伤的评估与康复 王嵛 1.5 

YJS2022JC31 10475 河南大学 空间结构 杜文风 1.5 

YJS2022JC32 10475 河南大学 旅游目的地研究：原理、方法与案例 陈玉英 1.5 

YJS2022JC33 10475 河南大学 媒体神经认知计算：一种类脑心智计算方法 刘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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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教授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省

教育奖章获得者。中医诊断学原学科带头人，现为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名老专家，为国家级

第五批名老中医，建设有王国斌全国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
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学理论，研究诊察病

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 [ 1 ]。为探索适用于中医诊断

学的更好的教学模式，在长达 5 年的探索和总结

之后发现案例式教学能够从之前的“老师讲，学生

听”过渡到现在的“学生讲，老师点评”，进而培养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辨证思维模式，建立学生的教

学主体意识；早期跟诊可以使理论和早期实践相

结合，加深对中医诊断课程的理解。跟诊过程中的

所见所闻也可以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中医药

文化的兴趣。《跟国家名老中医上临床 - 王国斌教

授临证医案选讲》课程的开设有助于中医诊断学

基于王国斌教授临证医案选讲探讨中医诊断学教学改革 *

车志英 1 崔译元 2 王宝龙 2 高 娜 3 程 凯 1 黄 艳 4※

（1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学科，河南 郑州 450046；2.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3.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 201 9 级，河南 郑州 450046；4.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肺病科，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中医诊断学是临床和基础之间的桥梁学科，是中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针对目前学生们学完该课程后存
在的“临床思维不足”“辨证思路不清”等问题，笔者通过开设《跟国家名老中医上临床 -王国斌教授临证医案选讲》课程，进行
了一系列尝试。本文从中医诊断学的现状，教学改革的概念和方法，早期跟诊的实施和优势，案例式教学的实施和优势等方面
进行阐释。笔者认为该课程为中医诊断学课程的延伸、补充、提高课程，名老中医案例式教学对于中医诊断学的教学改革水平
的提高有益，有益于本科生、研究生的临床能力培养。
关键词：中医诊断学；案例式教学；名老中医；教学改革
doi:10.3969/j.issn.1672- 2779.2021.21.061 文章编号：1672- 2779（2021）- 21- 0163- 03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Diagno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Selected Lectures of Clinical Medical Cases of Professor Wang Guobin

CHE Zhiying1, CUI Yiyuan2, WANG Baolong2, GAO Na3, CHENG Kai1, HUANG Yan4※
(1. Diagnostics of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3. Grade 19 Graduate,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4. Department of Lung Diseases,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Diagno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bridge between clinic and foundation, which is the main cours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linical thinking”and“unclear
dialectical thinking”that exist after the students have completed the course, the author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ttempts by setting up
the course“clinical teaching with national distinguish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or Wang Guobin on clinical cases”.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agno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teaching refor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dvantages of early follow-up and case-based teaching will be explained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course is the extension,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diagno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case teaching of prestigious
Chinese physician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reform level of diagno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Keywords：diagno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se-based teaching; prestigiou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ysician;
teaching reform

*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王国斌传承
工作室建设项目【No.国中医人教发〔2016〕42号】；河南省研究生教
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No.29104011-2】；河南省高等学校基
层教学组织达标创优项目【No.12102038-2019-3】；河南省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No.2019SJGLX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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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1 中医诊断学的教育现状

中医诊断学常规的教学模式是对中医诊断学基

础知识的教学，即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授课模式 [2]。

中医诊断学既包含抽象的理论内容，又涉及许多临

床广泛应用又独具特色的中医诊法 [3]。笔者长期的

教学发现，单纯依靠课堂讲述、中医诊断学临床实训

课程的开展，学生建立辨证论治思路还不够深入。传

统的中医诊断学课堂以“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性

教育为主要形式，注重知识的记忆，忽略教学过程中

的趣味性，单调的课堂无法有效地使学生们把所学

知识转化为临床必备技能，限制了学生们的学习积

极性以及辨证能力的培养。除此之外，中医诊断学课

程还面临着重视理论知识，临床实操性训练机会较

少的问题。

2 教学改革的概念和方法

教学改革旨在促进教育进步，提高教学质量

从而进行的教学内容、方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教学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而课程实施的

基本途径是课堂教学。良好高效的课堂教学需要

有可靠的教学方法做支撑。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

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

务而形成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从属于教学方法论，

是教学方法论的一个层面。教学方法论由教学方

法指导思想、基本方法、具体方法、教学方式 4 个

层面组成。教学方法包括教师教的方法（教授法）

和学生学的方法（学习方法）2 大方面，是教授方

法与学习方法的统一。传统的教学方式有讲授法

（LBL）、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读书指导

法、任务驱动法、参观教学法、现场教学法、自主

学习法等等。在如今教学改革背景下，当下新型的

教学方法有案例式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

CBL）、“ 以 问 题 为 中 心 ” 教 学 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团队教学法（Team-based learning，

TBL）、任务型教学法（Task-based language tech-

ing，TLT）、 情 景 教 学 法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TM）等数十种。

3 早期跟诊的实施及优势

3 . 1 早期跟诊的实施 王国斌教授每周有 6 个

半天的坐诊时间，教学条件、跟诊条件均具备。

首先，中医诊断学研究生在工作室进行跟诊，

研究生协助王国斌教授遣方用药，学习王国斌教

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思路，并指导本科生门

诊病历的书写，指导本科生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等

的学习。

其次，本科学生 3～ 5 人为一小组，学生们之间

自由组合，每组推选小组长一名，保障同学们跟诊

路上的安全状况以及跟诊出勤率。小组长统计小

组成员的空闲时间，最终确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

时间，跟诊的地点为王国斌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王国斌教授的坐诊时间，保证了学生

们的跟诊需求。跟诊过程中组员们“以看为主，动

手为辅”利用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中医诊断学的

相关知识，观察患者的舌苔舌质，面色体型，听患

者说话的语气声调，体会患者脉象。此外跟诊的过

程中，组员需要记录一则典型病历，从基本资料，

既往史，现病史，四诊信息，证候辨别到王国斌教

授的遣方用药都需要详细记录，作为小组讨论展

示的材料。

最后，王国斌教授在诊病结束后，针对典型病例

对研究生、本科生进行中医诊断学教学。

3 .2 早期跟诊的优势 早期跟诊属门诊案例式实

操式教学。中医诊断学课程临床实践的目的主要是

要培养学生望闻问切四诊综合运用能力和辨证诊

断能力 [4]。早期跟诊与以往的中医专业类学生寒暑

假临床见习不同，它能及时有效地把课堂所学应用

到临床实践中，“边学习，边跟诊”的模式能在同学

们遗忘专业知识之前加以巩固，此外小组成员间在

跟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探讨解决，丰富的

图书馆藏书以及电子资源给同学们提供了寒暑假

见习所不具备的优势。在日常的跟诊过程中，不仅

是专业知识的提高与巩固同时还会锻炼同学们的

沟通意识，建立大医情怀，能在临床跟诊中切身感

受到身为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从而坚定学医信

念，树立远大理想。

4 案例式教学的实施和优势

4.1 案例式教学的实施 案例式教学法，又称个案

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由克里斯托弗·哥伦

姆布斯·朗道尔（Christojpher Columbus Langdell）

教授创立，被广泛应用于哈佛大学专业教育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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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为著名的“哈佛模式”[4]。每组学生以自己在

临床遇到的典型病例为基础，从舌苔脉象，辨证思

路，证型分析几个角度展开论述，如果能阐述一下王

国斌教授的用药思路，该小组就会在形成性考试成

绩中获得更高的评分。例如一小组记录的病案为：李

某，男，38 岁，2016 年 12 月 3 日初诊，患者一周前受

寒，出现头晕沉，鼻塞，咳嗽，未予诊治，近日出现头

疼，眼胀，视物模糊，周身酸痛，无恶寒。刻诊：头昏重

胀痛，眼胀，视物模糊，咳嗽有痰，色白质黏，小便短

赤，舌苔薄黄腻，脉濡数。小组成员根据以上信息进

行辨证，确立治则，并给出辨证过程，最后分析王国

斌教授的用药思路。该小组的讲解为：症状“咳嗽有

黏痰”提示病位在肺，症状“头昏重胀痛，舌苔薄黄

腻，脉濡数”提示病性为暑湿；因此辨证为暑湿遏表，

湿热伤中，卫表不和，肺气不清。王国斌教授的处

方为：藿香 12 g，白芷 10 g，紫苏叶 10 g，紫苏梗

10 g，白术 10 g，陈皮 10 g，姜半夏 10 g，茯苓 10 g，

川厚朴 10 g，大腹皮 30 g，桔梗 10 g，神曲 10 g，炒

槟榔 10 g，甘草 6 g，生姜 2 片，大枣 3 个（为引）。方

用藿香正气散芳香化浊，降逆止呕，散结消肿之功

效，该方尤其善于解暑湿感冒。

4 .2 案例式教学的优势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

例为基础的教学法，它突破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

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

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而不只是扮演着传授知识

者角色 [5]。

《王国斌教授临证医案选讲》课程中，名老中医

课堂案例式教学，教师、中医诊断学研究生和本科

生都参与。本科生把小组讨论结果以 PPT 的形式在

课堂上展示，每个小组依次上台讲述自己小组的讨

论结果，台下的同学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见解，

小组分享结束之后，先由研究生点评和总结，最后

由笔者进行点评，笔者根据情况对学生的表现予以

指导，激励学生深入学习，教学相长，“教”和“学”

相互促进 [6]。学生们自己在临床中搜索自己感兴趣

的病案，调动了自身的积极性，此外增进学生们对

临床的认识，进而掌握，继承名老中医王国斌教授

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同时该方法又

融合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教学，教学于一体。在分

析病案的过程中，组员需要去搜查资料，搜索文献

去支撑本组讨论结果，培养了本科生的科研素质，

为以后在研究生阶段或临床科研工作做好铺垫。研

究生在参与指导本科教学当中也进一步学习了中

医诊断学的知识。

5 结语

笔者通过开设《王国斌教授临证医案选讲》课

程，实施了名老中医课堂案例式教学、门诊案例式实

操式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的中医诊断及辨证思维

能力。总结出此教学方式充分调动了本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学生的自控、自学、

沟通及表达能力，提出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真

正感受在具体环境中应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

感和愉悦感，提高教学效果 [7]。

把名老中医课堂案例式教学、门诊案例式实操式

教学方式同时引入到自己的中医诊断学课程中来，

笔者发现所带班级与传统使用单一教学方法、教学

期间没有早期跟诊的班级相比成绩更胜一筹，除此

之外，学生们的操作技能，临床思维，临床辨证能力

也均有提高。

因此，笔者认为《王国斌教授临证医案选讲》

为中医诊断学课程的延伸、补充、提高课程，名老

中医案例式教学对于中医诊断学的教学改革水平

的提高有益，有益于本科生、研究生的临床能力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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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药大学文件 
 

河中医政〔2020〕150 号 

 

 

河南中医药大学关于公布 2020 年度研究生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遴选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

研究生“课程思政”立项评审工作。经个人申报、所在单位

推荐、学校评审，共有 17 门研究生课程获批立项，其中 A

类项目 5 项，B 类项目 12 项（见附件）。 

各相关院部应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对立项建设的课程

给予多方支持，充分发挥立项建设课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高质量地完成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任务。本项目建设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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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1 年（从项目立项时起），建设周期结束后，由学校组

织专家对立项项目进行验收。 

 

附件：河南中医药大学 2020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立项名单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20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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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20 年度研究生“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院部 课程名称 
课  程 

负责人 

资助金额 

（万元） 

1 YJSKCSZ-2020-01 药学院 生药学研究进展 陈随清 1 

2 YJSKCSZ-2020-02 药学院 中药炮制学专论 张振凌 1 

3 YJSKCSZ-2020-03 护理学院 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 秦元梅   1 

4 YJSKCSZ-2020-04 护理学院 高级健康评估 杨巧菊 1 

5 YJSKCSZ-2020-05 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 张丽青 1 

6 YJSKCSZ-2020-06 外语学院 医学翻译 朱文晓 0.5 

7 YJSKCSZ-2020-07 基础医学院 方剂学研究方法 张  业   0.5 

8 YJSKCSZ-2020-08 药学院 分析测试技术 麻秋娟 0.5 

9 YJSKCSZ-2020-09 管理学院 卫生法学 段晓鹏 0.5 

10 YJSKCSZ-2020-10 
第二临床医

学院 
中医内科学 韩佳瑞 0.5 

11 YJSKCSZ-2020-11 基础医学院 细胞分子生物学 夏金婵  0.5 

12 YJSKCSZ-2020-12 外语学院 针灸英语翻译 田开宇 0.5 

13 YJSKCSZ-2020-13 管理学院 大数据治理 杨  枫 0.5 

14 YJSKCSZ-2020-14 药学院 高等有机化学 张京玉 0.5 

15 YJSKCSZ-2020-15 外语学院 中药英语翻译 李  蕾 0.5 

16 YJSKCSZ-2020-16 基础医学院 中医诊断学研究 王常海 0.5 

17 YJSKCSZ-2020-17 药学院 中药学专论 王  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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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工作室
建设任务书

学 校： 河南中医药大学

名师工作室名称：基础医学院名师工作室

建设期: 2020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1月

负责人： 崔姗姗

填报日期：2020年12月

河南省教育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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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师情况

姓 名 崔姗姗 出生

年月
1963.01 性 别 女 政治

面貌
中共党

员

学 位 学士 职 称 教授
行 政

职 务
学科主任

获教学名

师年度
2020年

专业领域 中医学 主讲课程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基础

二、人员组成

序号 姓名 学校
出生

年月

性

别

政治

面貌

最终

学位
职称 专业领域

主讲

课程

1 曹珊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78.8 女

中共

党员
硕士 教授

中西医结

合基础
方剂学

2 贾成祥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62.11 男

中共

党员
硕士 教授 中医文化 中医文化学

3 高小玲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81.9 女

中共

党员
博士 副教授 中医学 中医基础理论

4 刘紫阳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85.11 男

中共

党员
博士 讲师 中医学 中医基础理论

5 霍磊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79.7 女

中共

党员
硕士 副教授 中医学 内经

6 程凯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80.9 女

中共

党员
硕士 讲师 中医学 中医诊断学

7 包海燕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77.5 女 群众 博士 副教授 中医学 中医基础理论

8 马锦地
河南中医药

大学
1988.7 女 群众 博士 讲师 中医学 中医基础理论

9 许筱颖
北京中医药

大学
1974.8 女

中共

党员
博士 教授 中医学 中医基础理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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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硬件设施

（独立办公室、办公设备等）

待学校条件允许时，尽量配备以上办公条件。

四、制度建设
（规章制度建设计划概述）

规章制度：

一、学习制度

1、工作室成员要不断学习教育新理论，研究新教程、新课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总结交流教研活动经验。

2、工作室成员要结合自身长远发展需求，根据当下及今后教育教学改革趋势，在教

育教学等方面明确继续学习的内容目标，重点进行学习。

二、研讨联络制度

1、工作室建立定期研讨制度。由工作室主持人根据研究方向确定主题，至少两月集

体研究一次。

2、工作室成员无特殊理由应全部参加教学研讨活动。

三、交流传播制度

1、工作室各成员均需发挥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参加研究课、观摩课、示

范课、比赛课。

2、认真做好“传帮带”活动，积极承担培养青年教师的任务，定向结对培养青年教

师，培养过程规范，培养效果明显。

3、开辟名师风彩、名师对话、优秀案例选登等栏目，提高工作室知名度和辐射效

应。

4、建立名师工作室微信群、课程学习资源群等，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四、课题管理制度

1、工作室成员要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相关课题研究工作，制订工作计划，确定实施步

骤，做好阶段总结与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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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成员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从事课题研究工作，多出科研成果。

五、奖惩制度

1、对于不求进取，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室布置任务的成员进行劝退。

2、工作室设立“工作室优秀成员”、“工作室学习积极分子”等奖项，学期末评选，给

予适当奖励。

发展规划：

本团队跨学校、学科、专业组建而成。年龄、学历、职称和专业结构合理，团结协

作，按计划进行工作。

年度工作计划;

2020.12-2021.11 完成1部改革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编写出版中医理论专著1部。发

表教学论文3篇。持续建设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021.12-2022.11 指导青年教师完成 1 项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及其他教研项

目。发表教学论文3篇。持续建设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022.12-2023.11 持续建设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发表

教学论文2篇。总结三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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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任务
（总体发展规划概述）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承担教育教学工作，带头落实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推动科研与教学融合。

1.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2.加强课程教材及教学资源开发，主编出版 1 部改革教材。

3.定期开展教学研讨和经验交流，指导青年教师完成 1 项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4.根据需要承担全省高校新入职教师培训任务，积极开展校内外教学示范公开课

或专题讲座。

5.接受委托承担教学有关工程项目评审任务，参与本科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工

作。

6.为教育教学有关政策文件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专家咨询；承担教育厅委托的其

他任务。

（一）教学工作情况

（为本科生授课计划，含主讲课程、年度、年级、人数等）

负责人继续坚持为本科生授课，每年两个班约200学时，主讲《中医基础理

论》，学生为一年级新生，年均人数约220人。

其他教师每年为本科生授课两个或三个班的教学任务，年均约240学时，主讲

《中医基础理论》《内经选读》《方剂学》《中医诊断学》《中医传统文化》《国

学经典导读》等课程，学生涉及各年级学生，年均人数约3000人。

（二）培养青年教师情况

以教学名师为主导，依托团队力量，指导培养 3 名以上青年骨干教师，指导青

年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立项教研课题，发表教学论文，参加各级教学竞赛，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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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改革情况

1.课程建设

1.1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使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立项课程思政样板课

程。

1.2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建设《中医基础理论》国家级线上一

流本科课程，不断更新教学资源，加强线上线下教学的创新研究与实施。

1.3在“新医科”背景下，出版与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相匹配的学习资源书籍1

部，推动与普及中医药的发展，助力中医药走向世界。

2.教材建设

2.1 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课程融合，编写出版《中医理论基础》改革

特色教材1部，并应用于教学之中。教材突出中医经典和中医思维，注重科研对教

学的反哺作用。

2.2积极申报参加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写。

2.3开设并逐渐完善《中医基础理论》实训课程。

3.教学改革

3.1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继续实施全方位的中医情境教学模式，落实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使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3.2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开展问题探究式教学，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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