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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的重要课程。本课程是一

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针对大学生成长

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与法治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

帮助大学生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课程是

大学生入校后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进一步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助于帮助大学生领悟人生真谛、把握人生方向,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继承优良

传统、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遵守道德规范、锤炼道德品

格,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

有助于大学生学习法治思想、养成法治思维,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而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法治素养。

2.1 知识目标：

 知道大学生活特点，树立科学的学习理念、优良的学风，领会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领会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分析思考有关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意义等人生问题，

领悟人生真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积极投身人生实践，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科学进行人生价值评价。

 知道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新趋势，领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理性爱国、改革创新的重大意义。

 知道社会主义道德基本理论，领会中华传统美德、中国革命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等道德规范，正确进行道德分析及评价，学会应用基本的道德修养方法。

 知道社会主义法律基础理论，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会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法治体系、法治道路、法治思维等法律知识进行综合评价。

2.2 技能目标：

 能够在了解大学生活特点、我国大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大学生的历

史使命，树立科学的人生理想，初步具有大学生涯、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能够在明确个体对自然、社会、他人和自身应该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提高学习、交往及

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培养科学生存发展和择业就业的适应能力。

 能够将道德的相关知识理论内化为自觉的意识、自身的习惯、自主的要求，成为道德生

活的主体，提升道德认知力、道德辨别力和道德实践能力。

 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密切联系生活学习实际，掌握一定的法律常识，形成一定的法

律意识、法律实践能力，在社会生活中强化规则意识，自觉遵纪守法。树立社会主义法

治观念，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逐步形成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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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素质目标：

 具有走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文化、道德、法律、职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具有健

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具有科学的公德意识、公民意识、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家

庭观念、法律意识、法治观念。

 具有较为系统的道德与法律认知力、辨别力和实践能力。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绪论

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

1.识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基本内涵。时

代新人的历史使命。思想道

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的基本含

义。

2.理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异同。“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的地位、

功能。

3.运用：掌握学习“思想道

德与法治”课的主要方法。

1.教学逻辑：什么是大学-大学

生活特点-如何适应大学生活-

新时代历史方位-做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讨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

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3.案例启发：引导大学生进行

大学生涯规划。

理论

4学时

2 专题一

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

1.识记：世界观与人生观的

关系,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

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指引人

生，反对错误的人生观。

2.理解：人生价值的标准与

评价。分析人生价值实现的

条件。思考如何在实践中创

造有价值的人生。

3.运用：辩证对待人生矛盾。

协调自我身心关系、个人与

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1.问题式讲授：“人的本质”-

关注人生问题-正确的人生观-

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2.案例讲授：把握“个人与社

会的辩证关系”。

3.讨论：正确评价人生价值。

4.案例思考：辩证对待人生矛

盾。

5.单元测验。

理论

3学时

3 专题二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1.识记：理想信念的含义与

特征，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2.运用：基本理论指导自身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追求

崇高的理想信念。

3.理解：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1.案例讲授理想信念的含义特

征。

2.举例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意

义。

3.讨论理想信念的培养与追求

问题。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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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

统一。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

4 专题三

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

1.识记：中国精神的丰富内

涵。

2.理解：掌握爱国主义的科

学内涵、爱国主义的时代价

值。

3.运用：大学生应如何做忠

诚的爱国者。

4.理解：改革创新的重要意

义。如何做改革创新的生力

军。

1.阐述崇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

2.案例讲授与专题研究、课堂

讨论结合起来，探讨对爱国主

义的深刻认识。

3.思考弘扬中国精神的途径。

理论

6学时

5 专题四

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1.识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内容及重要意义。

2.运用：如何坚定价值观自

信。

3.理解：做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1.讨论价值观问题的必要性。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

层次。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

意义。

理论

3学时

6 专题五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质

1.识记：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掌握道德的功能与发展规

律。

2.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基

本精神。中国革命道德的形

成、主要内容及当代价值。

3.运用：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的基本内容及

养成。

1.结合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进行

教学。

2.思考道德规范的遵守问题。

3.探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的联系与一体化。

4.思考与讨论：道德教育的作

用与局限性。

5.单元测验。

理论

9学时

7 专题六

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

1.识记：社会主义法律基础

理论。

2.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法

治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

3.运用：维护宪法权威。我

国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

法律规定，培养法治思维。

1.了解中国法治发展简史。

2.我国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

3.案例分析：维护宪法权威、

民事责任、犯罪构成。

4.专题研究：法治的内涵及实

现。

5.学习法律常识，提高法治素

养。

6.单元测验。

理论

12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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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理论讲授与课堂实践教学相结合。紧

密联系大学生的学习、思想、生活实际，开展专题教学，进行案例分析，综合运用讨论、演讲、

学习展示、视频教学等多种方式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启发引导，加强日常思想道德、法律行为习

惯的培养，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思想道德与法治》，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建设《思想道德与法治》校级一流课程网站，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组织教师自主制作、不

断更新教学视频资料，围绕教材内容收集典型案例，以音频、视频、文档的形式进行课堂展示，

以增强教材说服力和感染力。帮助学生不断获得最新的网络课程资料信息。

执笔：宋茂银

审核：宋茂银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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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形势与政策》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本科各专业通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培养学生的政策解读能力和形势研判能力，使学生适应

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要求，通过人生观养成与技能提高相衔接，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植入“乐道济

世”的职业素养要求中，把高尚的爱国情操融入“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人生追求中。课程以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在理论层面，使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践层面，帮助学生了解形

势发展变化的规律、政策的产生和发展、政策的本质和特征，建立正确认识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

的知识基础和逻辑框架；在价值层面，使学把生人生追求目标和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起来，自觉

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养成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在奉献中实现价值、的思维和行为习

惯。

2.1 知识目标：

 知道新时代的形势特点和发展任务、目标，学习基本的形势政策理论和基础知识，包括

马克思主义的形势与政策观、形势与政策的分析方法、形势发展变化的规律、政策的产

生和发展、政策的本质和特征等。

 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体系，领会新时代政

策方针的特征和目标指向。

 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矛盾，建立正确认识和分析经济社会

问题的知识基础和逻辑框架。

 综合建构透析宏观形势政策问题的专业视角、知识基础，以及正确认识和解决专业问题

的宏观视域和思维习惯。

2.2 技能目标：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策观和分析方法，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分析时代特点，把握时代

脉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和错综复杂的时代局势中保持定力，坚定方向。

 提高政策敏锐性和形势预判能力，增强理论联系实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

觉性和执行力。

 自觉把个人职业规划、人生追求目标和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起来，养成在平凡中成就伟

大、在奉献中实现价值、在服务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2.3 素质目标：

 掌握马克思主义形势政策观，具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恒心。

 完整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核，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认清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攻坚克难的思想准备、脚踏实地的学习工作态度、

追求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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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

设计

参考学时

1 重要会议

精神解读

1.党的重要会议精神解读

识记：会议主题、召开背景和会议任务。

理解：政策内容和任务目标。

运用：用政策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

形势。

2.两会会议精神解读。

识记：全国两会的主要议题和重大关切。

理解：国家重大政策的内容和目标指向。

运用：正确分析时政热点问题。

1.视频讲座：

权威专家解

读重大政策。

2.课堂作业：

“我为国家

发展提建议”

理论

4学时

2 国内热点

问题解读

1.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新态势

识记：经济现象和本质问题。

理解：当前经济问题和相关政策措施。

运用：学会分析经济形势，自觉拥护党和国

家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方针政策。

2.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识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涵。

理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运用：积极拥护党和国家推进乡村振兴与共

同富裕的各项举措，自觉为实现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贡献自己的力量。

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解读

识记：中国周边安全的特点、影响中国周边

安全的因素。

理解：当前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举措。

运用：增强爱国意识，自觉承担维护国家安

全的重大责任。

4.正确认识台海形势新动向，坚定维护国家

统一的信心和决心。

识记：台湾问题的由来及台海形势新动向。

理解：我国的对台政策和措施。

运用：自觉坚定国家统一的信心和决心。

1.课堂讨论：

经济形势变

化对我的影

响。

2.课堂作业：

写一份切实

可行的乡村

振兴方案。

3.热点问题

讨论：面对复

杂的安全形

势，我们应该

怎么办？

4.台海问题

怎么看？怎

么办？

5.时事热点

测试

理论

8学时

3 国际形势 1.国际局势和大国关系。

识记：国际关系特点。

理解：国际局势变化特点和我国对外战略目

标。

运用：学会在两个大局中看待当前中国的重

1.课堂讨论：

如何理解百

年未有之大

变局。

2.课堂作业：

理论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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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决策。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前景。

识记：国际社会演变进程和规律。

理解：我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

中的责任和策略。

运用：以胸怀的天的情怀关注人类社会发展

的重大问题。

全人类共同

价值之我见。

4 健康中国 1.健康中国与医学生的使命担当

识记：健康中国战略的目标和内容。

理解：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

运用：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

价值追求。

2.健康中国建设成就与面临挑战

识记：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及成

效。

理解：健康中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运用：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全方位

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

3.健康中国与医疗前沿技术

识记：医疗前沿技术对生命健康的贡献。

理解：医疗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

运用：智慧医疗助力健康生活。

4.健康中国视角下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识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内涵与目标。

理解：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义。

运用：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用好“分级诊疗”。

5.疾病预防。

识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及疾病预防取得的

主要成就。

理解：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运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积极构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6.食品安全。

识记：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及政府出台的相

关应对措施。

理解：从国家安全、民族未来、社会和谐等

角度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运用：客观全面地认识我国的食品安全问

1.课堂讨论：

如何理解“没

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

小康”。

2.课堂讨论：

结合当前疫

情防控，针对

如何健全学

校疾病预防

体系问题谈

谈自己的看

法。

3.热点问题

讨论：如何看

待“全民健身

热潮”下的

“直播健身

风”？

4.课堂测试：

通过线上发

送作业：影响

健康素养的

因素有哪

些？

理论

16 学时



8

题，自觉维护食品安全。

7.心理健康。

识记：国民心理健康素养现状、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

理解：心理健康在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重

要意义。

运用：厘清心理健康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

系，维护心理健康，提升全民幸福指数。

8.全民健身。

识记：全民健身的重要性以及全民健身的实

现路径。

理解：全民健身运动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措

施。

运用：普及科学健身的方法，提升国民健康

素养。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全部采用专题教学和案例教学模式，重

视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基本政策和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形势与政策》，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2022 年版。

 李笃武、刘建兰、朱宏晋主编，《大学生时政教育教程：健康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

年，第 1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充分利用数字校园，建设课程网站，丰富师生互动、互评和互学途径。及时向学生推介网络

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时事报告、研究文章。

执笔：霍妍

审核：刘明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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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本科各专业的通修课程，是高校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通过该课程的

学习，使大学生掌握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开创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和重大意义，培养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新时代对专业知识和政治素质的工作要求，它要以《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的

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

规律，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了改革开放，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更加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2.1 知识目标：

 知道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接续奋

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

择了改革开放，领会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明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警惕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了解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和重大意义，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和意义，坚定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2 技能目标：

 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

 增强学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学生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中。

 培养学生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

性，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激励学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2.3 素质目标：

 具有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意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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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继承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传统，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自

觉性，进一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具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心。

 具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自觉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

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课时

1 导言

识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

程性质、目标要求。把握中国近现

代史的历史分期、主题和主线。

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国情。

运用：能够运用史实资料分析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百年党史的主

题。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3.课堂提问

理论

1学时

2

第一章

进入近代后

中华民族的

磨难与抗争

识记：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

端，知道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

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

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对主要矛盾和

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中

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民

族意识的觉醒。

运用：运用具体史实论述反驳“侵

略有功论”等错误观点。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3.穿插相关的教学视频

4.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

的意义、失败的原因和教

训，进行讨论式互动教学。

理论

3学时

3

第二章

不同社会力

量对国家出

路的早期探

索

识记：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统治集

团及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国家出路的

早期探索过程和结果。

理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

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史实及其失败

原因、经验教训。

运用：能够运用具体史实论述不触

及封建制度的救国措施都不能从根

本上救中国。

1.提出问题：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维新

派对中国未来社会出路进

行了哪些探索？

2.课堂讲授，多媒体教

学，穿插合适的教学视

频。

3.课堂讨论：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

派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

索最终失败的原因和教

训。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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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

君主专制制

度的终结

识记：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三民主义

的内涵、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

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意义

及辛亥革命失败的启示。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资产

阶级共和国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的原因。

1.对辛亥革命后近代中

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作

具体的史料介绍。

2.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侧重讨论式互动教学。

3.引导学生把握资产阶

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

命解决不了中国的独立

和富强的问题，必须让位

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

4.进行线上随堂单元测

试测试，检测学习效果，

及时查漏补缺并进一步

改进教学。

理论

3学时

5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

成立和中国

革命新局面

识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

史背景、基本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历史

意义和伟大的建党精神，第一次国

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及其失败

的原因。

运用：能够运用具体史实论述为什

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

1.对中国人民为什么要

选择马克思主义问题的

讲解，侧重讨论式互动教

学。

2.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

动的历史作用问题，侧重

其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

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创造了条件，强调结论。

3.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

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建党

精神，注重史论结合，利

用启发式教学。

理论

3学时

6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

新道路

识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如何

建立反动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国共

产党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的历史进程，红军长征以及遵义会

议的背景、过程和意义。

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

道路的历史过程，从而懂得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新

道路对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伟

1.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

命新道路进行探索的问

题侧重讨论式互动教学。

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

次“左”倾错误问题，侧

重引导学生讨论，注重史

论结合。

3.本章教学内容丰富，多

注重引导学生讨论、分析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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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

运用：能够运用史实资料论述中国

革命新道路“新”在哪里并理解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问题，确立他们对重点内

容的正确认识。

4.穿插相关教学视频。

7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

识记：日本发动企图灭亡中国的侵

略战争的全过程及相关重大历史事

件。

理解：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抗

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与深远历史意

义，掌握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抗

日战争的胜利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

用。

运用：能够运用史实资料论述为什

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的中流砥柱。

1.利用视频资料讲解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计

划的蓄谋已久，利用图片

资料帮助学生了解日军

惨无人道的暴行。

2.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形成问题和抗日

战争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侧重讨论式互动教学。

3.利用启发式教学，强调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起到了中流砥柱

的作用这个结论。

理论

3学时

8

第七章

为建立新中

国而奋斗

识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

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

理解：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政

治上、经济上走向失败的经过与原

因。理解为什么说第三条道路行不

通，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经

验，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

大历史意义，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道理。

运用：能够运用史实资料论述“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和历

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等重要

论断。

1.利用多媒体课件和相

关视频资料呈现美国帮

助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

以抢夺革命胜利果实的

事实，使大学生理解战争

爆发的原因和背景。

2.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幻

灭、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

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

派的团结合作以及人民

共和国的建立等问题，侧

重讨论式互动教学。

3.利用启发式教学：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

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从而

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

主义的前途问题，强调这

个结论。

4.进行线上单元测试，检

测学习效果并进一步改

进教学。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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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八章

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

与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道

路的探索

识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新

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

展

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及

其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所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运用：能够结合当前中国国际局势，

谈谈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大意

义。

1.通过课堂内容讲授引

导学生理解历史和人民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

选择。

2.侧重讨论式互动教学，

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社会

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

社会最深刻的变革。

3.引导学生分析中国共

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所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理论

6学时

10

第九章

改革开放与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开

创和发展

识记：知道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

在思想上、政治上拨乱反正和经济

上调整、整顿的措施。知道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其意

义。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

功绩，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

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伟大转折。

运用：能够运用史实资料论述为什

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1.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

本章的教学，同时插入相

关的视频资料，引导学生

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重大历史意义。

2.侧重讨论式互动教学，

引导学生掌握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3.运用启发式教学引导

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

道路。

理论

6学时

11

第十章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识记：能够知道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

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历

史地位。知道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

新变化，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

理解：认识统筹推进“五位-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意义

运用：能够联系历史和现实，谈谈

1.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

本章的教学，引导学生了

解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

2.侧重讨论式互动教学，

引导学生理解掌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主

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3.引导学生掌握习近平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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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4.穿插相关的教学视频。

5.进行线上随堂单元测

试，检测学习效果。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专题研讨、视频观看、课后作业、开放式

教学等，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大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欧阳淞、丁俊萍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学校图书馆和学院阅览室拥有大量的教学参考资料、视频资料和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

学相关的期刊杂志,为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辅资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现有网上教学资

源非常丰富，部分优秀的教学设计、教学案例以及教学视频可以有机融合到课堂教学中，提高教

学实效。

执笔：王文静

审核：宗先顺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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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全国普通高校本科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是一门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的课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讲解，使学生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

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能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传授知识的层次上，更主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本课程有利于学习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也将

为专业课的学习提供方法论。

2. 课程目标：

课程总体目标：本课程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国情、民情、党情，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学生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训练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知和行统一，将思想政治理论

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内心需要和行为动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具备

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素养。

2.1 知识目标：

 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

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领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社会现象，提升学生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能力。使学生从

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技能目标：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会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各种社会实际问题。

 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提高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发展基

本规律的能力。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

题。

2.3 素质目标：

 学会辩证分析法，能够对现实问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明晰人生价值的真谛完善人格品

德，把追求真善美作为人生目标。

 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

实际问题的素养，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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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知和行的统一，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

的内心需要和行为动机。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导论 1.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识记：能够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

发展。

理解：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创立

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和思想渊

源。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马

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

2.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识记：能够知道马克思主义具有

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

性和发展性等鲜明特征。

理解：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鲜

明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和使命。

运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鲜

明特征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形象。

3.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识记：能够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观

察当代世界的认识工具，是指引

当代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引

领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真理。

理解：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

代的价值，说明马克思主义自诞

生以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

响，改变了世界的尤其是中国的

历史进程。

运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当

代的价值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

义在当今世界日益焕发出旺盛

的生命力。

4.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1.介绍本单元课程内

容。通过讲授，了解什

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

思主义是如何产生和

发展的以及怎样学习

马克思主义等问题。

2.对课程内容进行理

论分析，在授课过程当

中根据实际需要采取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调动学生参加课堂教

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课堂讨论。题目是

“大学生为什么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或

者另外设计题目，时间

约 30 分钟。

4.对本单元的内容进

行简明扼要的小结，并

明确本单元的重点、难

点和关键点。

理论

3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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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能够知道学习马克思主义

要有正确地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理解：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

当代青年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

的指引和启迪作用。

运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帮助青年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2 第一章世

界的物质

性及发展

规律

1.世界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

识记：能够知道物质及其存在形

式，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和世

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理解：能够说明世界是物质的世

界、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基本存在

形式；能够说明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运用：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想问题、办事

情。

2.事物的联系和发展。

识记：能够知道事物的普遍联

系、事物的永恒发展、矛盾的同

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

中的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及其互相关系、事物发展过程

中的量变和质变及其互相转化、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和否定

及其互相转化。

理解：能够说明世界上的万事万

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中，普遍联系

引起事物的运动发展。联系和发

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和总

特征。

运用：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提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

1.本单元课程内容。通

过讲授，了解世界的物

质统一性原理、科学的

实践观和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原理等。

2.对课程内容进行理

论分析，本章抽象的理

论和概念较多，在授课

过程当中根据实际需

要采取多种教学手段

和方法，比如恰当的案

例、贴切的视频资料、

课堂提问和课堂讨论

等方法，调动学生参加

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3.对本单元的内容进

行简明扼要的小结，并

明确本单元的重点、难

点和关键点。

4.进行单元测试。

理论

9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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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识记：能够知道唯物辩证法是科

学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

理解：能够说明唯物辩证法是伟

大的认识工具、根本的认识方

法。

运用：能够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

方法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3 第二章实

践与认识

及其发展

规律

1.实践与认识。

识记：能够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实

践观、认识论和实践是认识的基

础。

理解：能够说明实践的本质、结

构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本质与过

程。

运用：能够运用实践和认识的辩

证关系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

2.真理与价值。

识记：能够知道真理的客观性、

绝对性和相对性；价值、价值评

价和价值观。

理解：能够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运用：能够运用真理与价值的辩

证关系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3.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识记：能够知道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

本活动。

理解：能够说明主观与客观、实

践与认识的统一，认识世界的目

的是为了改造世界。

运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揭示的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

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指明科学的道路。

1.本单元课程内容是

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2.对课程内容进行理

论分析，在授课过程当

中根据实际需要采取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比如恰当的案例、贴切

的视频资料、课堂提问

和课堂讨论等方法，调

动学生参加课堂教学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对本单元的内容进

行简明扼要的小结，并

明确本单元的重点、难

点和关键点。

理论

6学

时

4 第三章人

类社会及

1.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识记：能够知道社会存在与社会

1.本单元课程内容是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

理论

6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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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规

律

意识的辩证关系，物质生产方式

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社

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理解：能够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

能动的反作用；说明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矛盾运动

规律。

运用：能够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及

其运动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历史

及其发展趋势。

2.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识记：能够知道社会基本矛盾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级斗争和

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改革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理解：能够说明社会基本矛盾从

根本上决定了各种社会矛盾的

产生和发展，根源于社会基本矛

盾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

改革等，在社会发展中各具不同

的重要作用。

运用：能够运用社会历史发展的

动力的原理阐明推动历史发展

的动力是多方面的。

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

用。

识记：能够知道社会历史观的基

问题，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

中的决定作用。

理解：能够说明人民群众和历史

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运用：能够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

观点正确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

群众路线，能够正确认识和评价

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

展中的作用。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原理。

2.由于学生对于历史

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

原理有所了解，可以由

学生选取感兴趣的问

题进行设计，在课堂上

讨论或者制作课件上

讲台讲课，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教师进行

点评，

3.对本单元的内容进

行简明扼要的小结，并

明确本单元的重点、难

点和关键点。

4.组织单元测试。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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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章资

本主义的

本质及规

律

1.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识记：能够知道马克思主义商品

理论、货币理论、价值规律理论。

理解：能够说明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的基本内容，商品经济的基本

规律及其作用。

运用：能够运用商品经济的基本

矛盾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

生的历史必然性，认识私有制商

品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的地位和作用。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识记：能够知道劳动力商品理

论、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资本

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等。

理解：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剩余

价值论的基本原理。

运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

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

态。

识记：能够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本质。

理解：能够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

职能和本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

度及其本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的本质。

运用：能够运用资本主义民主制

度本质的有关理论加深对资本

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和政权组

织形式的理解。

1.本单元课程内容是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

义对于资本主义本质

的揭示。

2.对课程内容进行理

论分析，在授课过程当

中根据实际需要采取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比如恰当的案例、贴切

的视频资料、课堂提问

和课堂讨论等方法，调

动学生参加课堂教学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对本单元的内容进

行简明扼要的小结，并

明确本单元的重点、难

点和关键点。

4.组织单元测试。

理论

6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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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章资

本主义的

发展及其

趋势

1.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识记：能够知道私人垄断资本主

义的形成及特点，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的特点和实质，经济全球化

的表及影响。

理解：能够说明垄断资本主义是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

运用：能够运用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正确认

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

史必然性。

2.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

变化

识记：能够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资本本义新变化的特点及其

实质。

理解：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新

变化的表现和特点、当代资本主

义新变化的原因、当代资本主义

新变化的实质、资本主义为社会

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运用：能够运用结合职工持股理

论，谈谈职工持股在我国的运用

及其作用。

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

趋势。

识记：能够知道资本主义的历史

地位、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

替的历史必然性。

理解：能够说明资本主义必然为

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

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运用：能够运用资本主义为社会

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的理

论，分析为什么要坚定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

1.本单元课程内容是

学习和掌握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

主义经历了产生、发展

的过程，也必将有一个

逐步衰亡、为新的社会

所代替的过程。

2.对课程内容进行理

论分析，在授课过程当

中根据实际需要采取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比如恰当的案例、贴切

的视频资料、课堂提问

和课堂讨论等方法，调

动学生参加课堂教学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课堂讨论，题目是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

主义的新变化？”，学

生分组制作课件、写讨

论报告和推选代表发

言。

4.对本单元的内容进

行简明扼要的小结，并

明确本单元的重点、难

点和关键点。

理论

3学

时

7 第六章社 1.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1.本单元课程内容是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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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

发展及其

规律

识记：能够知道社会主义五百年

的历史进程。

理解：能够说明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的

实践、社会主义发展到多个国

家。

运用：能够运用社会主义的历史

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充满信心。

2.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识记：能够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

一般原则。

理解：能够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一

般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

基础上，深入阐发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并在指导国

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不断总结

经验形成的。

运用：能够运用科学社会主义一

般原则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

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在理论

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

推进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

的发展规律

识记：能够知道经济文化相对落

后的国家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

历史合理性和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理解：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的多样性及其原因，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运用：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在实践

中开拓前进的发展规律以昂扬

奋进的姿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走向光明未来。

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

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

过程。

2.对课程内容进行理

论分析，在授课过程当

中根据实际需要采取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比如恰当的案例、贴切

的视频资料、课堂提问

和课堂讨论等方法，调

动学生参加课堂教学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对本单元的内容进

行简明扼要的小结，并

明确本单元的重点、难

点和关键点。

3学

时



23

8 第七章共

产主义崇

高理想及

其最终实

现

1.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识记：能够知道预见未来社会的

科学方法论原则，共产主义社会

的基本特征。

理解：能够说明“两个必然”和

“两个决不会”的关系。

运用：能够运用实现共产主义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谈谈坚持

共产主义理想。

2.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趋势。

识记：能够知道实现共产主义理

想实现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理解：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灭亡

和向社会主义转变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

运用：能够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

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

系，理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

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3.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识记：能够知道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辩证关系。

理解：能够说明坚持远大理想与

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

运用：能够运用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辩证关系，坚定理想信念，

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

1.本单元课程内容是

学习和掌握共产主义

的基本理论。

2.选取几个主题，提前

布置给学生，学生分组

准备，推荐一名学生上

讲台讲课，老师进行点

评。

3.教师对本单元的内

容进行简明扼要的小

结，并明确本单元的重

点、难点和关键点。

理论

4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讲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

教学方法上注重将教学内容中比较抽象、难于理解的内容用多媒体向学生演示，使其直观、

形象，同时节省书写时间，有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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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积极性。组织学生针对社会某一现象或学生所关注的某一问题进行辩论，或者学生走上讲

台讲课，训练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能力。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为了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和学生的思想变化情况，选用了大量的教学扩充性

资料。主要有：

（1）围绕教材内容收集典型案例，以音频、视频、文档的形式展示，以增强教材说服力和

感染力。

（2）原著选读。主要是作为重要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和一些重要的现代西方哲学原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与思想一脉相承的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著作。

当前学术前沿领域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资料在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拓展理论视野等方面大

有助益。

（3）具有比较完善的多媒体教学硬件设施，多媒体教室和网络系统的建设提供了进行网络

教学的良好环境。

执笔：秦瑞霞

审核：秦瑞霞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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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本科所有专业通修课，是根据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设立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范畴。本课

程作为大学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本课程的开设旨在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

加深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从而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之中。本课程要以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的

学习为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和

丰富内涵，并从中学习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自觉践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中承载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与时俱进等宝贵品质，最终引导大学生励志成才、

报效祖国。

2.1 知识目标：

 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历史进程、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

 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是我们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

 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本理论，来阐释具体的经济社会现象。实践证明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分析能力的提升。学生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面对纷繁芜杂的社

会现实，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够做到从矛盾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使

这一能力在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多次循环往复中不断得到提升。

 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学习，学生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更要学会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正确认识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评价能力的培育。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全面系统学习，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养

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能够正确评价历史和现实，尤其是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各大理论成果及其基本内容，从而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想信念。

2.2 技能目标：

 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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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求真务实。

 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3 素质目标：

 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理论成果的讲授，着力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用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使大学生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努力培养大学生的理论学习兴趣，增强大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指导学生把所学理论外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在实现民族

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书写

人生绚丽的华章。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毛泽东思想及其

历史地位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识记：能够知道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内涵及其形成发展过程。

理解：能够说明毛泽东思想形成

的时代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取得的成

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知识阐释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

灵魂

识记：能够知道毛泽东思想的六

大理论。

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

科学思想体系。

运用：运用所学理论，论述实事

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

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3.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识记：能够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

论成果。

理解：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中

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通过视频《走近毛泽

东》导入，让学生对毛泽

东的丰功伟绩有形象了

解。

思考讨论：谈谈你眼中的

伟人毛泽东。

2.理论讲授：毛泽东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穿插视频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思想的提出》、《党

的七大》。

思考讨论：中国革命为什

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

市”的道路？

3.理论讲授：毛泽东思想

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穿插视频《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幕式》。

思考讨论：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新形势下要坚持和

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

灵魂。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在今天，毛泽

东思想是否还有现实意

理论

6学时



27

运用：能够运用具体事例说明毛

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

学指南。

义？为什么说毛泽东思

想活的灵魂在于与时俱

进？

3.理论讲授：毛泽东思想

的历史地位。穿插视频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

思考讨论：邓小平为什么

说毛主席的画像要永远

保留下去？我们应该如

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

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如何评价毛泽东

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为

什么？

2 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

据

识记：能够知道近代中国的基本

国情，包括社会性质、主要矛盾

等。

理解：能够理解近代中国革命为

什么要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

新民主主义革命？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从理论和实

践两方面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的形成。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

本纲领

识记：能够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

和前途。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

理解：能够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

特殊性。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分析说明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与前途。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

经验

识记：能够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

1.理论讲授：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穿

插视频《1911辛亥革命：

前夜》、《党的新民主主

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2.理论讲授：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

领。穿插视频《辛丑条约

签订》。

思考讨论：殖民主义者总

是千方百计为战争罪行

寻找“正当理由”，宣扬

“殖民侵略有功论”，即

所谓“优越”民族有义务

解放和开化“野蛮”民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谈谈你对“侵

略有功论”的看法，为什

么？

3.理论讲授：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穿插视频《毛泽东与统一

战线》。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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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具体内容，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三大法宝。

理解：能够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

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论证统一战

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思考讨论：如何理解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

题？如何认识中国革命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及

重大意义？如何理解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

宝及其相互关系？

单元测试1：随堂知识测

验，10道选择题，共5分，

10分钟内完成。

3 社会主义改造

理论

1.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

变

识记：能够知道党在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基本内涵。

理解：能够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改

造的历史必然性。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从理论和实

践两方面阐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

线形成的依据。

2.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识记：能够知道我国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的原则、方针、从低级向高级

发展的形式。

理解：能够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改

造的历史经验。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分析当年的

社会主义改造与今天的社会主义

改革的历史关联。

3.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识记：能够知道我国确立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理解：能够理解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在我国确立的理论根据。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论证经济文

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

1.理论讲授：从新民主主

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穿

插视频《进京赶考》、《党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

出》。

思考讨论：过渡时期的中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

新民主主义国家？

2.理论讲授：社会主义改

造道路和历史经验。穿插

视频《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荣毅仁1956》。

思考讨论：马克思和列宁

都曾设想过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苏

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改造采用的是没收的办

法，要把资本家赶走，最

终失败了。中国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时实行了“和平赎

买”政策并取得了成功。

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的

原因是什么？

3.理论讲授：社会主义制

度在中国的确立。

思考题：为什么说新民主

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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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怎样理解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如何

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

的基本经验？如何理解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的重大意义？

4 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初步探索的理

论成果

1.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识记：能够知道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及相关历史

文献。

理解：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

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所

做的艰辛探索。

运用：能够结合实际说明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在

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2.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识记：能够知道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的意义及经验教训。

理解：能够理解党对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留下深刻教训

的历史成因。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正确回答改

革开放前30年同改革开放以来30

年的关系，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

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

30年。

1.理论讲授：初步探索的

重要理论成果。穿插视频

《毛泽东的思考》、《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社会主义

道路的初步探索》、《第

一个五年计划》。

2.理论讲授：初步探索的

意义和经验教训。

思考题：党在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中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理

论成果？如何认识党对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

探索的重大意义？党对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

步 探 索 有 哪 些 经 验 教

训？

期中考试：随堂撰写主题

论文一篇，共20分，30分

钟内完成。

理论

6学时

5 邓小平理论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识记：能够知道邓小平理论形成

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

据。

理解：能够理解邓小平的传奇经

历、个人禀赋在邓小平理论形成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说明邓小平

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

1.理论讲授：邓小平理论

的形成。

2.理论讲授：邓小平理论

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穿插视频《1978年邓小平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一个中国原则不

可谈判》。

3.理论讲授：邓小平理论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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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

内容

识记：能够知道邓小平理论回答

的基本问题及十个方面的主要内

容。

理解：能够理解邓小平理论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的

独创性贡献。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说明邓小平

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

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识记：能够知道邓小平理论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

承和发展。

理解：能够理解邓小平理论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特殊地

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开篇之作。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结合实际

阐释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的历史地位。穿插视频

《邓小平南巡》。

思考题：如何认识邓小平

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

件？如何把握邓小平理

论的主要内容？如何认

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

位？

6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识记：能够知道“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根

据和现实依据。

理解：能够理解“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

础。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阐释“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主要解决的是“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这一问题。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

观点和主要内容

识记：能够知道“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五个方面的

主要内容。

理解：能够理解“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理论讲授：“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形成。穿插视

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提出》

2.理论讲授：“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

主要内容。

3.理论讲授：“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思考题：如何把握“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社

会历史条件？怎样准确

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核心观点？如何认

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重要性？如何

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历史地位？

理论

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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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所做的独创性贡献。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说明“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

科学体系。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

地位

识记：能够知道“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

发展。

理解：能够理解“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接续发展。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说明“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建理论的

重大贡献，在党建历史上的特殊

地位。

单元测试：随堂知识测

验，10道选择题，共5分，

10分钟内完成。

7 科学发展观 1.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识记：能够知道科学发展观形成

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

据。

理解：能够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

观赖以形成的国情基础尤其是八

个阶段性特征。

运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

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科学发展观

形成的国际因素（国际形势、国

际经验）。

2.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

内容

识记：能够知道科学发展观的科

学内涵和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理解：能够理解科学发展观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的

独创性贡献。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说明科学发

展观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

3.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识记：能够知道科学发展观在哪

1.导入：视频《科学发展

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理论讲授：科学发展观的

形成。案例：信仰之本

——《共产党宣言》、西

方旧工业化道路的弊端、

发展观的演变。穿插视

频：《科学发展观的提

出》。

讨论：科学发展观是怎样

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发展

的？

2.理论讲授：科学发展观

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穿插案例：加快自主创

新，再铸新时代大国重

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

学发展观的创新发展。

视频：《复兴号：中国标

准世界领先》、《科学发

展观以人为本改善民生》、

理论

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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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做到了对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造性

发展？

理解：能够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接

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说明科学发

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关于发展问题

的进一步思考，是对发展理论的

重大贡献。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

3.理论讲授：科学发展观

的历史地位。

思考：如何理解科学发展

观的提出和践行标志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到一个新阶段？

穿插视频：《十年征途十

年成就》

思考题：如何理解科学发

展观形成发展的社会历

史条件？如何把握科学

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

神实质？如何理解科学

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

导意义？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同时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

地运用课堂讨论、教学录像、案例分析等方法，借助于多媒体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

作用，进一步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教学效果。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20%，单元测试占30%，期末考试占50%。

4.3教材选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为使学生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学习和掌握课程知识，将本门课程的相关资料置于互联网并开放使用，

这些资料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课时教

案、教学课件、教师录像、参考书目等，并做到及时更新，使学生通过浏览网页，准确了解相关

信息，提高学习效率。

执笔：王以第

审核：沈浩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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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面向本科所有专业学生开设的必修课，主要采取三种形式进行，即：认知社会

实践（社会调研）、体验社会实践（拍摄微电影、情景剧表演、大学生讲思政课）、服务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项目、政策宣讲项目等）三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践，能够培养大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国情，提高大学

生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使大学生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理论、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2.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运用能力；培养大学生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国情、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引导大

学生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2.1知识目标：

 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观点和方法，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

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

 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明确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容、逻辑框架和现实意义，了解我国基本国

情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

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

2.2 技能目标：

 巩固大学生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本理论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和锻炼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锻炼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养成高尚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

2.3 素质目标：

 坚定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使大学生具有较深的理论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具有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的行

为品格。

 使大学生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历史责任感，

具有高度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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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红色经典

品读

教学内容：

阅读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小说、人物传记、

历史故事、时事政治材料等。

阅读参考书目：

1.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3.毛泽东:《论持久战》、《青年运动的

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

们的学习》

4.曲波：《林海雪原》

5.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7.金一南：《苦难辉煌》

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9.《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

教学要求：

1.识记：阅读书目中的故事情节，人物

关系、历史背景。

2．理解：阅读书目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

3．运用：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借鉴相关

作品中有益的思想理论方法，为认识和

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服务。

1.指导学生阅读相关

的红色经典书目。

2.指导学生做好读书

笔记。

3.指导学生写好读后

感。

实践

10 学时

2
红色影视

赏析

教学内容：

推荐的红色影视剧目

1.《厉害了我的国》2.《战狼

-2》3.《红海行动》4.《我的长征》5.

《平原游击队》6.《郭明义》7.《甘祖

昌》8.《建国大业》9.《建党伟业》10.

《建军大业》11.《辛亥革命》12.《青

春之歌》13.《恰同学少年》14.《上甘

岭》15.《开国大典》16.《大决战》三

部曲 17.《长征》18.《雷锋》等。

教学要求：

1.识记：红色影视作品中的故事情节，

人物关系、历史背景。

2.理解：红色影视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

1.指导学生观看与教

材内容相关的红色影

视作品。

2.给学生讲解影视作

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和

表达的主题思想。

3.指导学生写好观后

感。

实践

5学时



35

内涵，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3.运用：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借鉴相关

影视作品中有益的思想理论方法，为认

识和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服务。

3
感动人物

追寻

教学内容：

1.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教学基地。如：潍县战役纪念

馆、坊茨小镇、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

淌水崖水库纪念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

义纪念馆、陈少敏纪念馆、龙池镇革命

老区、诸城王尽美纪念馆、寿光三元朱

村等。

2.访谈老一辈革命军人、英雄模范人物。

3.访谈当代道德模范人物。

教学要求：

1.识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思想政治

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展出内容、了解

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

2.理解：英模人物、道德模范人物高尚

的思想情操及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

3.运用：结合自身实际，学习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

地的展出内容，学习英模人物的先进事

迹，为认识和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服务。

1.指导学生选择合

适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或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教学基地。

2.帮助学生联系英

模人物、道德模范人

物。

3.指导学生写好观

后感或者采访笔记

并整理成文。

实践

10 学时

4

拍摄

微电影

教学内容：

1.以微电影为载体让思政课插上艺术的

翅膀，反映充满正能量的大学生活。

2.以微电影为载体再现中国近现代史中

的伟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

3.以微电影为载体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教学要求：

1.识记：利用微电影记录大学生人生中

最青春最亮丽的大学时光、再现中国近

现代史中的伟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

物、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讴

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理解：通过微电影这种实践教学形式

1.介绍拍摄微电影

的相关要求。

2.指导学生进行选

题、分组。

3.指导学生进行微

电影剧本的创作。

4.指导学生拍摄

具有思想性、艺术

性、现实性的微电

影。

实践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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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学生对所学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正

确理解与把握。

3.运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为指导，以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内

容为依据，着眼学习、生活和社会实际，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5
情景剧

表演

教学内容：

根据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选

取相关的一个故事情节、一个历史事件、

一个历史人物、一段思想感受，撰写剧

本、分组表演，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

参考表演剧目：

1.宿舍趣事2.来到大学我变了3.手机4.

我的选择 5.对话保尔柯察金 6.祖国在我

心中 7.身边有个爱国者 8.诚信之争 9.

家教之思 10.快乐的志愿者 11.智斗骗子

12.到底公平不公平 13.虎门销烟 14.戊

戌六君子 15.与妻书 16.刑场上的婚礼

17.赵一曼 18.中共一大 19.最后一次演

讲 20.中山装的故事 21.诗人毛泽东 22.

风雪长征路 23.红梅赞 24.红军被 25.五

四芳华 26.致敬马克思等。

教学要求：

1.全员参与剧本的撰写或者活动方案的

设计，做好活动分工。

2.剧本的撰写或者活动方案的设计必须

人人参与，参与表演可根据每个人的兴

趣和特长酌情参加。

3.根据自己的表演特长，分组自由组合，

人数不定，也可打破班级界限组队参赛。

4.根据所给出的参演题目，或者自选的

参演内容撰写表演剧本或设计活动方

案，内容一定要尊重史实，严肃认真、

充满正能量。

5.表演要求：演员要举止大方、配合默

契。表情丰富自然、语言简洁、清晰，

动作到位、得体、流畅。

1.指导学生进行选

题、分组。

2.指导学生进行情

景剧剧本的创作。

3.指导学生排练情

景剧。

4.指导学生观

看优秀作品，分析其

出彩之处和可取的

做法，为以后完善该

实践教学模式提供

借鉴。

实践

10 学时

6 大学生讲 教学内容： 1.指导学生进行选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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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教师布置的参

考题目，搜集资料，结合所学思政课内

容，确定具体标题，写出一篇演讲稿或

授课讲稿，推选一人参加演讲或者授课，

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以内。

教学要求:

1.紧扣教师所给予的题目，紧密结合所

学理论知识，以小组为单位撰写演讲稿

或授课讲稿。

2.合理分工、团结协作，积极参与。

3.严格按照老师规定的格式、时间等要

求认真准备、积极参与演讲或授课。

题、分组、分工。

2.指导学生搜集资

料、交流讨论。

3.指导学生撰写演

讲稿或授课讲稿。

4.指导学生开展演

讲比赛或授课比赛，

现场点评，进行实践

教学打分。

5学时

7
撰写社会

调查报告

教学内容：

结合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根

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由指

导教师提出选题指南，学生自选其一或

自拟题目，在充分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

上，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字的调查报告。

教学要求:

1.调查报告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标题、

摘要、关键词、前言、正文及结语。摘

要需写明调查目的、方法、结果等，200

字以内；关键词 3～5 个。

2.前言应写出本次调查的参加者、调查

的主题、时间、地点及背景等；正文应

当内容丰富，包括调查内容、所采用的

方法、理性思考、发现的问题及解决建

议等；结语部分写出总体结论、感悟及

对实践活动的建议等。

3.要求观点正确，言之有物，思路清晰。

报告的总篇幅不少于 3000 字。

1.引导学生讨论，确

定选题。

2.指导学生组建调

查团队。

3.培训学生调查技

能。

4.确定调查报告规

范格式。

5.指导学生撰写调

查报告。

实践

14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如：红色经典品读、红色影视赏析、感动人物追寻、拍摄

微电影、表演情景剧、大学生讲思政课、撰写社会调查报告等，提高大学生实践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探索精神、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实际教学过程中，

可在多种实践教学方式中重点选择其中的 1-2 种,并对实践教学课时作适当调整。

4.2 评价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考核在大一、大二分两次进行，两次实践教学考核成绩满分均

为 100 分。不参加实践教学者，考核成绩记为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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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材选编:

 彭斌、杨小军、揭晓主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2022 年，第 1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依托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和建成的思政课虚拟仿真实践教学

中心，充分利用已有的系列红色课程资源、精品微课堂、思政短视频、红色电影资源、

实践教学展演五大类数字化教学资源，持续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

执笔：刁传秀

审核：何苗

审定：郭洪伟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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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标准

学时:48

学分：3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有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把握，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课程采用专题式教学，共包

含 16 个专题。它以《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学习为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并从中学习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承载的奋斗精神、

使命担当精神、“无我”精神等宝贵品质，最终引导大学生励志成才、报效祖国。

2.1 知识目标：

 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

重大意义。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贡献、历史地位等重要内容。

 应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解决问题，能够形成初步的基本观点，

巩固基本知识。

 分析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形势、新特点，辩证分析并形成

自己的理性认知观点。

 综合了解把握习近平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文化思想、社会

建设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从严治党、青年工作等方面的重要论述。

 评价经济社会生活发展中的相关事件、相关专家观点，综合形成符合社会发展客观

规律的基本观点。

2.2 技能目标：

 引导学生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使学生学会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

 引领学生紧密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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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引导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

理想信仰，自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引导学生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重在形成理论思维，实现从学理认知到信念生成的转化，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使命担当。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新时代新

思想新飞

跃

大变革带来新时代，新时代产生新课题，

新课题呼唤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发展。

识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

成的时代背景。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丰富内涵。

运用：能够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分析解决问题。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2 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是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要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识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

理解：理解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

的。

运用：分析为什么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3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群众路线贯彻到

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

伟业推动国家发展。

识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被纳入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永远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理

论依据是什么。

理解：理解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国

家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运用：为什么坚持群众路线核心的问题是党要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4 全面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 课前预习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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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

家

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识记：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目标的关系

理解：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

代化这五个表述。

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何

区别、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在哪。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单元测试：通

过线上进行知

识测验

3 学时

5 全面深化

改革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有方

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

目标，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正确方法论。

识记：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理解：理解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运用：如何坚定改革的正确方向。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6 习近平经

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

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

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

南。

识记：新发展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挥

棒、红绿灯。

理解：全面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科学内涵。

运用：理解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振

兴实体经济、建设制造强国；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7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

治思想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识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征。

理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必然结果。

运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基础和独特优

势。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单元测试：通

过线上进行知

识测验

理论

3 学时

8 习近平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以人 课前预习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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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思想 民为中心，根本保证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

的领导，正确方向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重要环节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

识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优势，是现代

法治区别于古代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

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

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

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

最大的区别。

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

现。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3 学时

9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

化思想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

识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

理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

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运用：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10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社

会建设思

想

高质量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识记：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

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

理解：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从哪些方面着手、

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运用：怎样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11 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

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识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涵。

理解：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党的十

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

运用：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安排。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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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的重要保

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

本要求，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统筹发展和

安全的强军基石，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

国统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保证。

识记：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的特

征、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

理解：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

运用：理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

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13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国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放眼世界，胸

怀天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篇布局，对世界

走向之问作出响亮回答。

识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社会历

史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内

涵。

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出哪些主要贡献。

运用：我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是如何践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14 全面从严

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新

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要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识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

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运用：新时代如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15 做担当时

代大任的

青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

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勇敢地、自觉地

担当起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

识记：新时代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

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

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

理解：新时代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

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

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运用：新时代青年要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自觉树立共产主

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使命激励自己，做担当时代大任的青

年。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单元测试：通

过主题论文检

验知识掌握和

运用等情况

理论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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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

意义和历

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积累了极其宝贵

的历史经验，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启示，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

坚实基础。

识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

的主要任务。

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

运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习总书记

相关讲话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3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案例教学和专题讲座形式，在

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

地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充分利用“全国高校

思政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国家智慧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等网络资源平台进行教学。

执笔：王振宇

审核：王振宇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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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面向本科所有专业学生开设的必修课，主要采取三种形式进行，即：认知社会

实践（社会调研）、体验社会实践（拍摄微电影、情景剧表演、大学生讲思政课）、服务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项目、政策宣讲项目等）三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践，能够培养大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国情，提高大学

生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使大学生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理论、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2.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运用能力；培养大学生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国情、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引导大

学生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2.2知识目标：

 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观点和方法，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

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

 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明确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容、逻辑框架和现实意义，了解我国基本国

情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

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

2.2 技能目标：

 巩固大学生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本理论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和锻炼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锻炼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养成高尚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

2.3 素质目标：

 坚定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使大学生具有较深的理论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具有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的行

为品格。

 使大学生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历史责任感，

具有高度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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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红色经典

品读

教学内容：

阅读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小说、人物传记、

历史故事、时事政治材料等。

阅读参考书目：

1.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3.毛泽东:《论持久战》、《青年运动的

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

们的学习》

4.曲波：《林海雪原》

5.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7.金一南：《苦难辉煌》

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9.《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

教学要求：

1.识记：阅读书目中的故事情节，人物

关系、历史背景。

2．理解：阅读书目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

3．运用：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借鉴相关

作品中有益的思想理论方法，为认识和

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服务。

1.指导学生阅读相关

的红色经典书目。

2.指导学生做好读书

笔记。

3.指导学生写好读后

感。

实践

10 学时

2
红色影视

赏析

教学内容：

推荐的红色影视剧目

1.《厉害了我的国》2.《战狼

-2》3.《红海行动》4.《我的长征》5.

《平原游击队》6.《郭明义》7.《甘祖

昌》8.《建国大业》9.《建党伟业》10.

《建军大业》11.《辛亥革命》12.《青

春之歌》13.《恰同学少年》14.《上甘

岭》15.《开国大典》16.《大决战》三

部曲 17.《长征》18.《雷锋》等。

教学要求：

1.识记：红色影视作品中的故事情节，

人物关系、历史背景。

1.指导学生观看与教

材内容相关的红色影

视作品。

2.给学生讲解影视作

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和

表达的主题思想。

3.指导学生写好观后

感。

实践

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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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红色影视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

内涵，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3.运用：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借鉴相关

影视作品中有益的思想理论方法，为认

识和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服务。

3
感动人物

追寻

教学内容：

1.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教学基地。如：潍县战役纪念

馆、坊茨小镇、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

淌水崖水库纪念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

义纪念馆、陈少敏纪念馆、龙池镇革命

老区、诸城王尽美纪念馆、寿光三元朱

村等。

2.访谈老一辈革命军人、英雄模范人物。

3.访谈当代道德模范人物。

教学要求：

1.识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思想政治

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展出内容、了解

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

2.理解：英模人物、道德模范人物高尚

的思想情操及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

3.运用：结合自身实际，学习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

地的展出内容，学习英模人物的先进事

迹，为认识和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服务。

1.指导学生选择合

适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或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教学基地。

2.帮助学生联系英

模人物、道德模范人

物。

3.指导学生写好观

后感或者采访笔记

并整理成文。

实践

10 学时

4

拍摄

微电影

教学内容：

1.以微电影为载体让思政课插上艺术的

翅膀，反映充满正能量的大学生活。

2.以微电影为载体再现中国近现代史中

的伟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

3.以微电影为载体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教学要求：

1.识记：利用微电影记录大学生人生中

最青春最亮丽的大学时光、再现中国近

现代史中的伟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

物、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讴

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1.介绍拍摄微电影

的相关要求。

2.指导学生进行选

题、分组。

3.指导学生进行微

电影剧本的创作。

4.指导学生拍摄

具有思想性、艺术

性、现实性的微电

影。

实践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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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通过微电影这种实践教学形式

反映学生对所学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正

确理解与把握。

3.运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为指导，以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内

容为依据，着眼学习、生活和社会实际，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5
情景剧

表演

教学内容：

根据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选

取相关的一个故事情节、一个历史事件、

一个历史人物、一段思想感受，撰写剧

本、分组表演，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

参考表演剧目：

1.宿舍趣事2.来到大学我变了3.手机4.

我的选择 5.对话保尔柯察金 6.祖国在我

心中 7.身边有个爱国者 8.诚信之争 9.

家教之思 10.快乐的志愿者 11.智斗骗子

12.到底公平不公平 13.虎门销烟 14.戊

戌六君子 15.与妻书 16.刑场上的婚礼

17.赵一曼 18.中共一大 19.最后一次演

讲 20.中山装的故事 21.诗人毛泽东 22.

风雪长征路 23.红梅赞 24.红军被 25.五

四芳华 26.致敬马克思等。

教学要求：

1.全员参与剧本的撰写或者活动方案的

设计，做好活动分工。

2.剧本的撰写或者活动方案的设计必须

人人参与，参与表演可根据每个人的兴

趣和特长酌情参加。

3.根据自己的表演特长，分组自由组合，

人数不定，也可打破班级界限组队参赛。

4.根据所给出的参演题目，或者自选的

参演内容撰写表演剧本或设计活动方

案，内容一定要尊重史实，严肃认真、

充满正能量。

5.表演要求：演员要举止大方、配合默

契。表情丰富自然、语言简洁、清晰，

动作到位、得体、流畅。

1.指导学生进行选

题、分组。

2.指导学生进行情

景剧剧本的创作。

3.指导学生排练情

景剧。

4.指导学生观

看优秀作品，分析其

出彩之处和可取的

做法，为以后完善该

实践教学模式提供

借鉴。

实践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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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学生讲

思政课

教学内容：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教师布置的参

考题目，搜集资料，结合所学思政课内

容，确定具体标题，写出一篇演讲稿或

授课讲稿，推选一人参加演讲或者授课，

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以内。

教学要求:

1.紧扣教师所给予的题目，紧密结合所

学理论知识，以小组为单位撰写演讲稿

或授课讲稿。

2.合理分工、团结协作，积极参与。

3.严格按照老师规定的格式、时间等要

求认真准备、积极参与演讲或授课。

1.指导学生进行选

题、分组、分工。

2.指导学生搜集资

料、交流讨论。

3.指导学生撰写演

讲稿或授课讲稿。

4.指导学生开展演

讲比赛或授课比赛，

现场点评，进行实践

教学打分。

实践

5学时

7
撰写社会

调查报告

教学内容：

结合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根

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由指

导教师提出选题指南，学生自选其一或

自拟题目，在充分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

上，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字的调查报告。

教学要求:

1.调查报告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标题、

摘要、关键词、前言、正文及结语。摘

要需写明调查目的、方法、结果等，200

字以内；关键词 3～5 个。

2.前言应写出本次调查的参加者、调查

的主题、时间、地点及背景等；正文应

当内容丰富，包括调查内容、所采用的

方法、理性思考、发现的问题及解决建

议等；结语部分写出总体结论、感悟及

对实践活动的建议等。

3.要求观点正确，言之有物，思路清晰。

报告的总篇幅不少于 3000 字。

1.引导学生讨论，确

定选题。

2.指导学生组建调

查团队。

3.培训学生调查技

能。

4.确定调查报告规

范格式。

5.指导学生撰写调

查报告。

实践

14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如：红色经典品读、红色影视赏析、感动人物追寻、拍摄

微电影、表演情景剧、大学生讲思政课、撰写社会调查报告等，提高大学生实践的积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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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探索精神、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实际教学过程中，

可在多种实践教学方式中重点选择其中的 1-2 种,并对实践教学课时作适当调整。

4.2 评价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考核在大一、大二分两次进行，两次实践教学考核成绩满分均

为 100 分。不参加实践教学者，考核成绩记为零分。

4.3 教材选编:

 彭斌、杨小军、揭晓主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2022 年，第 1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依托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和建成的思政课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中心，

充分利用已有的系列红色课程资源、精品微课堂、思政短视频、红色电影资源、实践教学展

演五大类数字化教学资源，持续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

执笔：刁传秀

审核：何苗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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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学伦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40（24 理论+16 实践）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通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

规范体系、医疗工作中具体的职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要求；培养医学生科学的生命伦理意识和

正确的伦理分析能力、伦理判断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使学生能够适应并达到临床工作的基

本职业素质要求。它要以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形态实验学、机能实验学

课程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医患沟通与技巧、外科学、内科学、儿科学、妇产科学课程的

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在理论层面，使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行为道德规范要求；

在实践层面，使学生在知识学习基础上形成科学的生命伦理意识和正确的生命价值观、临床

实践中正确的伦理分析能力、伦理判断能力和伦理决策能力，能够具有良好的医学人文岗位

胜任力和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

2.1 知识目标：

 知道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医学伦理学的具体原则、临床工作的规范要求。

 领会医学人道主义、生命神圣、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生命观、医务人员

与患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及具体表现。

 应用医学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原则解析具体医学伦理典型案例，能够形成初步的基本

观点，巩固基本知识。

 分析医学新技术发展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及基本观点、医患关系现状成因等，辩证

分析并形成自己的理性认知观点。

 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开展学科相关问题调研活动，撰写调研报告，强化理论知识向

实践的转化。

 评价医疗领域有关职业伦理事件、相关专家观点，综合形成符合医学伦理价值观的

基本观点。

2.2 技能目标：

 在接诊、处置、医嘱、术前谈话、查房等医疗活动中与患者进行良好沟通和交流的

能力。

 应用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对具体医疗情境中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行

伦理决策的能力。

 基于医学伦理学知识和观念对医学技术前沿及未来发展进行伦理分析和评价的能

力。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医德情感，包括对病人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对生命的尊重与敬重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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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对医学的崇敬与诚挚感、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具有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包括以义制利、义中取利的义利观，珍惜生命、

 具有正视死亡的生死观，患者利益至上的医学人道主义，尊重患者自主性及人格尊

严的人文精神。

 具有高尚的医学职业道德素质。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识记：能够知道医学伦理学及其历

史发展。

理解：能够阐明医学伦理学面临的

新问题及其原因。

运用：能够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历史说明医学道德在医学发展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线上知识点学习；

医学专家经典医

德观点讲解；

典型案例呈现；

线上“医学人文”

话题讨论；

随堂测试。

理论

2学时

2 医学伦理

规范体系

识记：能够知道生命论、美德论、

后果论、道义论、医德的具体原则、

我国医德基本原则的内容。

理解：能够说明我国医德规范的基

本内容和要求。

运用：能够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基本

理论和原则去剖析具体的医疗行

为。

线上知识点学习；

医德理论强化；

医学道德规范性

文件解读；

典型案例应用讨

论；

线上“医学人文”

话题讨论；

随堂测试。

理论

2学时

3 医患关系

伦理

识记：能够知道医患关系及其历史

发展、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理解：能够说明医患关系的实质。

运用：能够运用医患关系的发展趋

势及其关系实质，分析当前医患关

系的现状，及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的基本途径。

线上知识点学习；

医患关系现状辨

析；

经典案例分析；

医文品读；

小组讨论；

线上“医学人文”

话题讨论；

阶段性测试。

理论

2学时

4 临床诊疗

伦理

识记：能够知道临床诊疗伦理的基

本原则、辅助检查的道德要求、药

物使用的道德要求。

理解：能够说明临床工作各个环节

为何要遵守基本的伦理要求。

线上知识点学习；

重要知识点强化；

典型案例分析；

线上“医学人文”

话题讨论；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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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能够将临床体格检查、诊断、

治疗的伦理要求，运用并指导具体

临床工作，并使之顺利进行。

随堂测试。

5 医学科研

伦理

识记：能够知道医学科研伦理的原

则、人体试验的道德原则。

理解：能够说明在医学科研工作中

遵循基本道德原则的理由。

运用：能够运用医学科研基本要

求，分析处理并规范自己的医学科

研行为。

线上知识点学习；

经典案例分析；

国内外科研文件

解读；

小组讨论；

阶段性测试。

理论

2学时

6 生命伦理

与临终关

怀

识记：能够知道脑死亡标准、临终

关怀的伦理意义、安乐死的特征。

理解：能够说明安乐死、临终关怀

的实质，这是对待临终的基本选择

方式。

运用：能够运用生命的基本理论说

明并理解安乐死、临终关怀是追求

死亡质量的基本体现。

线上知识点学习；

典型案例呈现；

视频播放；

小组讨论；

线上“医学人文”

话题讨论；

随堂测试。

理论

2学时

7 人体器官

移植伦理

识记：能够知道人体器官移植及其

历史发展。

理解：能够说明人体器官移植的伦

理问题。

运用：能够运用我国人体器官移植

条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去规范开

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行为。

线上知识点学习；

经典案例叙事；

小组讨论；

文件解读；

线上“医学人文”

话题讨论；

阶段性测试。

理论

2学时

8 前沿医学

技术伦理

识记：能够知道人胚胎干细胞研

究、基因诊疗的发展与应用现状。

理解：能够说明基因研究、人类干

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应用的伦理要

求。

运用：能够运用前沿医学技术的伦

理要求来规范具体的人胚胎干细

胞研究、基因诊断和治疗的行为，

使其造福于人类健康。

线上知识点学习；

重要知识点强化；

案例分析；

文件解读；

随堂测试。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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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

伦理

识记：能够知道辅助生殖技术的历

史发展、伦理价值。

理解：能够说明辅助生殖技术应用

引发的伦理困惑和争议。

运用：能够运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伦理原则、技术规范，自觉

规范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使其以

造福于人类为目的。

线上知识点学习；

重要知识点强化；

典型案例分析；

文件解读；

随堂测试。

理论

2学时

10 健康与公

共卫生伦

理

识记：能够知道健康权利、健康责

任、公共卫生伦理的含义。

理解：能够说明公共卫生伦理原

则、公共卫生工作的伦理要求。

运用：能够运用我国公共卫生伦理

的基本原则来指导和规范疾病防

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解决，切

实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

重要知识点强化；

案例分析；

文件解读；

线上“医学人文”

话题讨论；

阶段性测试。

理论

2学时

11 医德教育、

修养与评

价

识记：能够知道医德修养的规律。

理解：能够说明医德评价的基本标

准。

运用：能够运用医德教育、修养的

规律，自觉加强医德修养，提升医

德素养。

线上知识点学习；

重要知识点强化；

典型案例分析；

随堂测试。

理论

2学时

12 执业医考

试理论综

合

识记：课程理论知识。

理解：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

运用：能够运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形

成具体的伦理决策能力，形成良好

的职业道德素养。

重要知识点强化；

典型案例分析；

随堂测试。

理论

2学时

13 社会实践

部分

促进学生理论知识向实践的转化。 “感悟医学伦理

传承大医精神”医

学人文音乐朗诵

会；

“医者仁心，大爱

无疆”情景剧大

赛；

“生命接力大爱

永恒”器官捐献绘

画科普活动；

主题征文等活动。

实践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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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主要形式，以线上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线下采用课堂讲授、

案例分析、专题讨论形式，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结合名医大家医德事迹叙事、情

景剧大赛、人文朗诵会、医患关系调查等方法，使学生全面牢固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学科

知识，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5%，单元测试占 10%，实践考核占

15%，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王明旭、赵明杰主编，《医学伦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5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不断完善智慧树平台自建《医学伦理学》在线开放课程，定期进行知识点的更新，完善

线上教学资源库，深入推进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创新。

执笔：徐玉梅

审核：徐玉梅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0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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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学心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预防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学和口腔医学专业通修课，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心理健康与应激、心理障碍、心身疾病、心理评估、

心理咨询与治疗、医患关系等相关的知识；培养学生将心理学与医学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

学会运用心理诊断和治疗等技术为临床服务，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工作要求。本课程要以卫生事业管理学、系统解剖学、组

织学与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形态实验学、机能实验学和临床技能学课

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药理学、中医学、检体诊断学、实验诊断学、外科学、内

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眼科学、精神病学、传染病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皮肤性病

学、麻醉解剖学、麻醉生理学、麻醉药理学、临床麻醉学、危重病医学、疼痛诊疗学、麻醉

技能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科学、影像核医学、超声诊断学、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

社会医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和神经病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加强学生将心理学与医学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使学生学会运用心

理诊断和治疗等技术为临床服务，从而真正做到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进一步改进疾病的防治措施，提高医疗质量，促进人类的身心健康。

2.1 知识目标：

 知道基本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规律、心理学主要的理论流派。

 分析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预防、诊断、治疗中的作用。

 把心理评估、心理诊断、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应用于临床解决病

人的心理与行为问题。

2.2 技能目标：

 知道基本的心理评估方法，会使用基本的心理测量工具对病人的心理问题进行筛查。

 能够应用行为疗法、认知疗法等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对常见的临床心理问题进行干

预。

 能够综合运用各种医患沟通技巧，促进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

2.3 素质目标：

 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与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

 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灵活的思维能力，协调与组织能力、与人沟通及处理复杂关

系的能力。

 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职业心理素质、职业责任感和职业情感。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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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医学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性质

识记：能够知道并区分心理学、医学心

理学的概念与学科性质。

理解：能够理解医学心理学的内容与任

务、医学心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运用：医学生能够应用医学心理学理论

分析健康与疾病的观点。

2.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与新进展

识记：能够知道不同时期医学心理学发

展的标志及医学模式的概念。

理解：理解医学模式的转变在医学心理

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了解国内外医学

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

运用：能够应用现代医学模式的观点分

析人类健康和疾病的认识。

3.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识记：能够知道医学心理学的研究原则

及研究方法。

理解：能够理解各种研究方法的内容、

优势和不足。

运用：能够应用观察法、调查法、测验

法、神经影像学检查等研究方法对案例

进行分析和治疗设计。

1.收集有关医

学心理发展史

的图片资料，利

用多媒体讲授

讲授关于医学

心理学的概念、

发展历史。

2.在医学心理

学课程中融入

民族自信、专业

自信，通过多元

化教学方式引

导学生“能动学

习”。

3.融入社会热

点问题，利用案

例教学、讨论法

等探讨心理学

在健康和疾病

中的重要作用，

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形成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

理论 2 学

时

2 医学心理

学主要理

论流派

1.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

识记：掌握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

人格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理解：能够理解梦的解析和心理防御机

制的含义。

运用：能够将心理防御机制的不同方法

应用于解决自身的焦虑情绪。

2.行为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

识记：行为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研究

对象；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条件反射、

强化理论、观察学习理论。

理解：能够说明行为主义学派的优缺点。

运用：将强化理论和观察学习理论应用

于临床诊断与治疗中。

1.采用启发式

教学法，通过提

问、设疑等方式

引导学生理解

各理论流派的

差异。

2.采用案例教

学法，通过案例

分析和现象举

例，使学生能够

用所学的知识

解释生活中的

现象。

3.通过精神分

理论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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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本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

识记：掌握需要层次结构理论。

理解：能够说明人本主义学派的基本理

论观点及优缺点。

运用：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运用于临床

治疗中。

4.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理解：知道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观点

及其贡献与局限。

5.心理生理学的基本理论。

理解：理解心理生理学指标在心理学领

域的含义。

析学派的至善

原则和人本主

义学派以人为

本的基本思想

展开思想政治

教育，培养学生

高尚的医德情

操。

3 心理学基

础

1.心理现象及其本质

识记：知道心理的本质。

理解：能够说明心理现象的基本含义及

组成部分。

2.心理过程

识记：知道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

意志过程、注意的基本组成部分和概念

及相关理论知识。

理解：能够说明心理过程的基本含义及

组成部分。

运用：能够将心理过程的理论知识运用

到临床的护理实践工作中。

3.人格

识记：人格心理特征的基本组成部分和

概念及相关理论知识。

理解：能够说明人格心理倾向性和自我

意识系统的基本含义及组成部分。

运用：能够将人格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临

床的护理实践工作中。

1.利用多媒体

讲授心理学基

础的理论知识，

通过案例法讲

解情绪情感和

人格的概念、特

点。

2.以运动员夺

冠时的情绪状

态为案例讲解

情绪和情感过

程，激发学生的

爱国情感；将意

志品质与“生于

忧患，死于安

乐”相结合，培

养学生坚韧的

意志品质。

理论 4 学

时

4 心理健康 1.心理健康概述

识记：心理健康的概念

2.儿童及少年期心理健康

识记：儿童及少年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

素

应用：促进本阶段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

3.青年期心理健康

1.采用图片、视

频等多媒体教

学方法形象生

动地展示心理

发展特点。

2.采用案例教

学法及小组讨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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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青年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应用：促进本阶段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

4.中年期心理健康

识记：中年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应用：促进本阶段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

5.老年期心理健康。

识记：老年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应用：促进本阶段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

论法学习心理

健康维护方法。

3.采用小组讨

论不同年龄阶

段的心理健康

问题，帮助学生

正确面对并妥

善处理不同时

期的心理健康

问题。

5 心理应激 1.应激和应激源

识记：应激源的概念，应激源的分类，

认知评价的概念及过程，应对与社会支

持的概念。

2.应激理论

领会：塞里（H.Selye）的应激理论、分

期，中介机制的概念、组成。

3.生活事件

分析：生活事件与疾病的关系

4.人格与应激

分析：不同人格与疾病，心理应激反应

的表现

应用：常用的应激管理技术。

1.课前预习

2.多媒体教学

3.结合案例讲

授

4.采用课堂展

示、小组研讨等

形式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

督促其主动学

习。

理论 2 学

时

6 心身疾病 1.心身疾病概述：心身疾病的概念、分

类、发病机制、诊治原则。

识记：心身疾病的概念、诊治原则

理解：心身疾病的发病机制

2.常见的心身疾病：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消化性溃疡、支气管哮喘、癌

症。

分析：心身疾病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

应用：运用所学知识评估心身疾病的心

理社会因素及进行心理社会干预。

1.采用案例教

学法，通过案例

分析和现象举

例讲解心理因

素在心身疾病

发生、发展及预

后中的作用。

2.采用小组讨

论法探讨不同

理论流派对心

身疾病发病机

制的解释。

理论 2 学

时

7 心理障碍 1.基本概念

识记：心理障碍的概念

1.课前预习

2.多媒体教学

理论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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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障碍的四大判断标准；

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

识记：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的概念

应用：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的心理

干预

分析：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的临床

表现

3.性心理障碍、成瘾行为

识记：性心理障碍、成瘾行为的概念

应用：性心理障碍、成瘾行为的心理干

预

分析：性心理障碍、成瘾行为的临床表

现

3.利用案例教

学法，讨论法展

示各种常见心

理障碍的表现。

4.采用演示法

观看教学活动

录像片。

5.以相关的社

会新闻为案例，

采用小组讨论

心理障碍污名

化的问题，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

的精神疾病观。

8 神经心理

学

1.神经心理学的概念、任务、分类及研

究方法。

识记：神经心理学概念

领会：神经心理学任务、发展简史、研

究方法

2.大脑功能分区与偏侧化。

识记：大脑的功能、大脑功能的不对称

性

3.常见神经心理功能障碍：失认症、失

语症、失用症。

领会：不同神经心理功能障碍的表现

应用：对不同神经心理功能障碍患者进

行临床评估。

1.采用多媒体

讲授神经心理

学的相关知识。

2.通过视频演

示大脑的结构

与功能。

3.案例讨论法

了解临床科室

中各种神经心

理障碍的临床

表现。

理论 2 学

时

9 心理评估 1.心理评估概述及基本方法

识记：心理评估与心理测验的概念、基

本方法、主要特点。

理解：心理评估的一般过程、主要用途。

运用：心理评估的实施原则及注意事项；

采用行为观察法、临床访谈法评估个体

的心理状态。

2.临床常用心理量表的使用

识记：人格测验、智力测验、评定量表

的主要特点。

理解：不同心理测验的理论基础。

1.利用多媒体

讲授心理评估

的基本原理，通

过案例法讲解

心理测验的概

念、特点。

2.强调不同心

理测验在应用

时的注意事项

在疾病诊断与

评估中的重要

理论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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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能够根据特定问题熟练使用有效

的心理量表等工具进行评估并对结果做

出客观合理的解释。

性，培养学生高

尚的道德情操，

增强职业责任

感。

3.通过卡特尔

16PF 的施测让

学生熟悉常用

临床量表的使

用。

10 心理咨询

与治疗

1.心理咨询与治疗概述

识记：能够知道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

概念、区别与联系。

理解：能够理解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

适用条件；了解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

发展趋势。

运用：能够针对不同群体使用心理咨询

或心理治疗的方法进行个案分析。

2.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本技术

识记：能够知道主要流派的思想理论观

点和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本技术。

理解：能够说明精神分析疗法、行为治

疗、认知治疗、来访者中心疗法的比较

优势以及最佳适用情况。

运用：能够有效运用暴露疗法、合理情

绪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等技术进行案

例分析与治疗设计。

1.利用多媒体

案例教学法、讨

论法等教授心

理咨询及治疗

的基本方法和

原理

2.教学结合心

理学社会热点，

将学习内容落

实在生活实践

中，让学生主

动、积极地接受

思政教育，增强

社会责任感，促

进学生全面发

展。

3.采用角色扮

演法，实地体验

及学习咨询及

治疗技巧。

理论 4 学

时

11 病人心理

与医患关

系

1.病人的概念、病人角色、遵义行为、

就医行为。

识记：掌握病人、病人角色、遵医行为、

就医行为的内容。

理解：角色和病人角色的异常情况。

运用：找出不遵医行为的原因。

2.病人心理特点和心理需要，病人常见

的心理问题及干预

识记：病人的心理需要和病人心理特点

1.采用理论讲

授法讲授病人

角色、遵医和就

医行为的概念

与理论。

2.采用案例教

学法对医患关

系模式进行分

析。

理论 2 学

时



62

理解：常见的病人情绪表现。

运用：根据病人的表现，了解病人的心

理状况。

3.医患关系

识记：医患关系的概念。

理解：目前医学模式状态下的医患关系。

运用：掌握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方法和

技巧。

3.通过案例法

讲述良好的医

患关系在疾病

康复中的重要

作用，筑牢学生

“医病先医心”

的思维模式，提

升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多媒体授课，在授课理念上应把握扎实的基础知识框

架建立，熟练的技术能力掌握，以及个人心理健康维护三层次授课目标的建立。在授课方式

上，要注重与医学生临床专业及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

采用学习到的知识解释临床及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能够学会对异常心理问题的识别、评估及

干预。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5%，单元测试占 25%，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孙宏伟，冯正直主编，《医学心理学（案例版）》，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三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更新并完善现有的医学心理学精品课程网站，教学视频、试题库、师生互动等数字化教

学资源齐全，以利于学生获得最新的网络课程资料信息。具有适应教师教学、学生学习需要

的必备图书、杂志、报刊、影像等资料。推荐课程相关的学生必读书目，提供相关网站链接。

执笔：王宏超

审核：孙琳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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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计算机文化基础-1》课程标准

学时：36（其中含实验 24 学时）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计算机文化基础-1》课程是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核心课程，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验环节，使学生能够以典型的计算思维分析实际问题，进一

步掌握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科学问题的思维和方法，使学生在各自的专业中能够有意识地借

鉴、引入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些理念、技术和方法，利用计算机、认识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为各专业的后续计算机能力和素养的需求提供必要的思维和能力储备；掌握 Office 办公软

件的使用，使学生能适应电子办公的工作要求。是进一步学习《计算机文化基础-2》课程的

基础。本课程引领式隐性引入课程思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辩证思维和工匠精神，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2. 课程目标：

《计算机文化基础-1》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文化基

础知识、技术和方法，以及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本专业领域中问题的能力。

2.1 知识目标：

 字处理软件 Word：领会 Word 的基本操作，文档格式化和排版，表格制作，图文混

排，文件的保护和打印等，应用 Word 软件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相关问题。

 电子表格软件 Excel：领会 Excel 的基本操作，应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录入和处理，

综合 Excel 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来处理复杂的数据。

 演示文稿软件 PowerPoint：知道幻灯片页面内容的编辑，幻灯片页面外观的修饰，

领会演示文稿的动画效果和动作设置，播放和打印演示文稿等。

2.2 技能目标：

 掌握字处理软件 Word 的使用，能够对文档进行排版和格式设置。

 熟练掌握 EXCEL 电子表格的数据录入、数据编辑、数据计算和工作表的打印等技能，

能够熟练的使用电子表格的公式和函数对数据进行处理。

 掌握演示文稿软件 PowerPoint 的使用，能够自己制作演示文稿并进行动画效果的

设置和播放打印。

2.3 素质目标：

 注重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辩

证思维和工匠精神，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

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第三章办公应用软 Word 软件的操作和应用 1.课前预习 理论课：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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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Office 识记：word 概述和发展历

史。

应用：结合长论文排版实

例，综合应用文档格式化

和排版，Word中表格制作，

图文混排。

思政：国产软件 WPS 文字，

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领会：文件的保护和打印。

2.幻灯演示课件

现场讲解教学内

容。

3.实验室边演示

边练习。

实践课：8 学时

2 第三章办公应用软

件 Office

Excel 软件的操作与实例

应用。

思政：讲解国产软件做出

贡献的科学家事迹，激发

学生家国情怀。

领会.格式化工作表，数据

图表的制作，数据的输出

和打印。

运用：综合应用 Excel 的

基本操作，对数据进行分

析和处理，提高电子表格

格式设置能力，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从简单的数据

表达，变成有用的数据呈

现。

思政：抗疫工作中数据的

收集和提取，数据表格的

制作，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抗疫现

金代表的敬意。

1.课前预习

2.利用课堂多媒

体呈现教学素材。

3.利用小组任务

提出实验任务，让

小组成员共同协

作完成。

理论课：4 课时；

实践课：8 学时

3 第三章办公应用软

件 Office

PPT 软件的操作与实例应

用。

领会:幻灯片页面内容的

编辑，幻灯片页面外观的

修饰。

应用：演示文稿的动画效

果和动作设置，播放和打

印演示文稿等。

1.课前预习

2.幻灯演示课件

现场讲解教学内

容。

3.实验室边演示

边练习。

理论课：4 课时；

实践课：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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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 Excel 的基本

操作，演示文稿的动画效

果和动作设置，设计具有

一定美感的复杂的 PPT 文

稿。

思政：党史介绍 PPT 实践

作业，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怀，对党绝对忠诚。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实践练习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案例教学和专题讲

座形式，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式，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

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领会并能综合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软件的

使用，切实提高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1．考核内容：教学大纲中的全部内容

2．考核方法：闭卷考试(上机无纸化考试)

4.3 教材选编：

教材采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计算

机文化基础》和《计算机文化基础实验教程》。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教材有配套习题集，配套练习资源，已建设智慧树高阶计算机微课视频，数字化教学

资源丰富。

执笔：郑雪梅、韩晓伟

审核：王金才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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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计算机文化基础-2》课程标准

学时：36（其中含实验 24 学时）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计算机文化基础-2》课程是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核心课程，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内容着重介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技能，并兼顾实用软件

的使用和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本课程是各专业的基础课程，它要以《计算机文化基

础-1》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课程的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掌握数据处理技术，了解网络的相关知识，掌握 Internet 的具

体使用，了解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知识和信息技术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电子办公的工作要求和复杂数据处理的工作要求。本课程

引领式隐性引入课程思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辩证思维

和工匠精神，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3. 课程目标：

《计算机文化基础-2》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文化基

础知识、技术和方法，以及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本专业领域中问题的能力。

2.1 知识目标：

 计算机基础知识：知道包括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构成，计算机的特点和发展以及微

机的性能指标等。

 Windows 操作系统：知道操作系统的发展，应用 Windows 的文件和文件夹的管理，

控制面板的使用，系统维护和一些实用工具的掌握。

 数据处理技术：知道数据处理方式和技术，知道数据库模型的分类和数据库技术的

发展历史，领会数据库管理软件 Access 的使用，综合应用 Access 建立数据库，建

立数据表，完成基本的查询操作以及窗体、报表的设计。

 计算机网络：知道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能够识别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计算机网络软

件的有关设定。

 数字媒体：知道数字媒体的基础知识，领会数字媒体系统的组成，应用数字媒体软

件进行音频和视频处理。

 信息安全：知道网络安全的有关知识，领会防火墙和无线网安全的知识和应对网络

威胁的防御措施，领会信息安全正常与法规相关知识。

 信息技术前沿：知道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

的基础知识。

2.2 技能目标：

 掌握掌握计算机的发展过程、特点、应用、分类；计算机的发展趋势。熟练掌握常

用的进制二进制(Binary)、八进制(Octal)、十进制(Decimal)和十六进制(Hex)及

其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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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Windows 的基本知识，Windows 的基本操作，熟练掌握 Windows 的文件管理。

 掌握 Access 数据库管理软件的使用，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数据库分析，构建多

表组成的数据库，进行基本的数据查询，创建窗体、报表，并通过窗体、报表进行

表、查询、计算等基本操作。

 掌握网络设置的基础知识，能够进行无线网络配置。

 掌握信息安全基本知识，了解信息安全法规的相关规定，能够判断不同网络威胁，

掌握网络安全防御的方法。

2.3 素质目标：

 注重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辩

证思维和工匠精神，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

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第 1 章信息与信

息技术

1.信息基础与信息技术。

知道：信息与数据的区别

与联系。

2.计算机技术概论。

思政：计算机发展史的重

要科学家事迹，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和成就感。

3.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

理解：二进制和不同进制

的转换。

4.计算机系统和微型计

算机系统。

思政：计算机之父冯诺依

曼的贡献。

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硬

件组成。

5.思政：通过文化、计算

机文化的讲解，培养学生

“文化自信”。通过“计

算思维”训练，来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

1.课前预习

2.幻灯演示课件

现场讲解教学内

容。

3.实践课实物演

示与操作。

理论课：1 课时；

实验课：2 学时

2 第 2章操作系统 1.操作系统概述。

识记：知道操作系统的分

类，并能举例不同类型操

1.幻灯演示课件

现场讲解教学内

容。

理论课：1 课时；

实验课：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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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的代表。

理解：操作系统的工作原

理。

2.windows的文件和文件

夹管理。

应用：文件夹的新建，命

名，移动，复制，删除操

作。

3.系统维护。

综合：结合计算机的设置

操作，对计算机进行系统

的维护操作。

4.实用工具。

知道并应用一些实用工

具。

5.思政：用计算机发展史

讲解，培养学生爱国主义

精神；

2.实验室边演示

边练习。

3 第 4 章数据处理

技术概述

1.数据库技术概述

知道：数据库和数据技术

的发展历史。

思政：数据库发展史

理解：层次，网状和关系

数据模型，不能画出不同

模型的 ER 图。

2.Access 数据库的基本

操作。

应用：建立数据库，建立

数据表，建立表关系。

综合：创建学生管理数据

库，并应用不同查询方法

完成数据的查询和处理，

设计窗体、报表界面，使

窗体、报表应用表、查询、

计算等。

3.大数据处理技术和数

据挖掘技术。

知道：大数据处理技术和

数据挖掘技术。

结合课前预习

1.幻灯演示课件

现场讲解教学内

容。

2.实验室边演示

边练习。

3.利用小组任务

提出实验任务，

让小组成员共同

协作完成。

理论课：6 课时；

实验课：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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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思政：通过对数据库系

统的功能和发展历程的

学习，来说明西方社会的

技术封锁和技术壁垒对

我国操作系统研发的限

制，激发学生思考“政治

认同”和“国家意识”。

4 第 6 章计算机网

络基础

1.知道计算机网络的基

本概念、组成、分类、功

能、协议与体系结构。

2.理解计算机网络的硬

件与软件组成：网络的主

体设备、连接设备、传输

介质与简单的网络连接。

3.Internet的基础知识：

Internet的起源与发展、

Internet 的 组 成 及

Internet中的地址管理。

Internet 接入方法。

4.WWW 和 IE 浏览器：WWW

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

IE 浏览器的使用。

5.Internet 应用。

理解 WWW 的基本概念和

工作原理；知道 IE 浏览

器的使用。

综合：应用 Internet 的

浏览器，邮件，搜索工具

等查找学习资料，并相互

邮件联系。

6.思政：避免因为计算机

网络的使用，降低“人文

关怀”；在网络中，避免

迷失自己，提高“公民人

格”的认知。

1.幻灯演示课件

现场讲解教学内

容。

2.利用小组任务

提出实验任务，

让小组成员共同

协作完成。

理论课：2 课时；

实验课：4 学时

5 第 7章数字媒体

第 8章信息安全

教学内容：

1.知道数字媒体的基础

1.提前下发预习

视频资料进行课

理论课：2 课时；

实践课：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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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信息技术

前沿

知识和数字媒体系统的

组成。

2.数字媒体软件介绍。

应用：应用美图秀秀等软

件进行图形和视频的简

单处理。

3.知道网络信息安全的

基本知识：信息安全意

识、网络道德、计算机犯

罪(ComputerCrime)和信

息安全技术。

4.理解计算机病毒的原

理与特点、病毒的类型、

综合：结合网络安全知

识，能够对病毒进行预防

和清除。

领会：信息政策与法规。

5.信息技术前沿知识。

知道：虚拟现实和增强现

实，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基础

知识。

前预习。

2.幻灯演示课件

现场讲解教学内

容。

3.实验室边演示

边练习。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实践练习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案例教学和专题讲

座形式，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式，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

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理解计算机基础知识，领会数据处理技术，知道网络的相关知识，

综合应用 Internet，知道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知识和信息技术前沿知识，切实提高学

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1．考核内容：教学大纲中的全部内容

2．考核方法：闭卷考试(上机无纸化考试)

4.3 教材选编：

教材采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计算

机文化基础》和《计算机文化基础实验教程》。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教材有配套习题集，配套练习资源，已建设智慧树高阶计算机微课视频，数字化教学

资源丰富。



71

执笔：郑雪梅、韩晓伟

审核：王金才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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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体育》课程标准

学时:144

学分：4.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专项基础理论知识，健康知识，素质

锻炼方法，以及专项运动技能；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和体育观，使学生养成终身体育

的意识、习惯，并具备终身体育的能力，以健康的身心适应高强度的医学学习和工作要求；

本课程以基本身体素质练习、各专项基本技术技能为学习的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竞技体育、

形成终身体育意识的基础。

2.课程目标：

体育课程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育人质量的重要标准。在建立“体育强校”

的宏伟目标下，体育课程的根本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健康第一意识，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合格人才。切实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培养他们终

身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

2.1 知识目标：

 知道专项相关理论，领会该项运动的理论基础。

 应用健康知识，科学选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养食品，指导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良好

的运动习惯。

 应用损伤相关知识，分析损伤和病症发生的原因，有效预防运动损伤和运动病症的

发生。

 综合测试和评价自身体质健康状况，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具有一定的体育文

化欣赏能力。

2.2 技能目标：

 掌握 1-2 项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

 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综合所学基本技战术，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基本形成终身体

育的意识和习惯。

 应用我国传统的养生保健方法，能形成健康的运动和行为习惯。

2.3 素质目标：

 综合分析自身特点和能力，设置适合自己的体育学习目标，自觉通过体育活动调节

心理状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正确评价运动中的挫折和失败，在运动中体验乐趣和成功，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

以及与人沟通、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综合所学素质练习理论基础、方法和手段，分析自身需要，制定锻炼计划，科学提

高身体素质；

 综合所学素质练习理论基础、方法和手段，准确、科学地在锻炼中运用，以更好地

提高身体素质，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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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学生振兴中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和历史责任感，全面拓展能力，

提高综合素质，塑造“诚、勤、信、行”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融于一体的当代合格大学生。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体育理论课 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运动项目的基础理论和

技战术理论，运动健身的原理与

锻炼方法，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处

理措施，体育养生及保健知识，

体育锻炼的自我监督与评价方

法，运动处方，健康的基本概念

等知识，并将理论部分以“理论

知识窗”的形式贯穿于教学全过

程。

教学要求：

1.领会体育理论的基本内容。

2.综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运

动实践教学中注意渗透相关理论

知识，并应用多种形式的现代教

学手段。

3.领会体育的发展简史，扩大学

生的体育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认

知能力。

理论部分占总学时数的

10%，每学期 3.5—4 学时。

1.学期初，2 学时理论授

课；

2.学期中，以“理论知识

窗”的形式在单周上课中

利用 10 分钟左右进行讲

授，专项理论根据教学内

容随堂进行讲授。

思政内容的融入

1.从奥运精神或专项背景

出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从健康基础知识出发，

培养学生大健康的理念；

理 论

14 学

时

2 体育专项运动

项目

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篮球、瑜伽、轮滑、排

球、足球、网球、乒乓球、羽毛

球、武术、健美操、健身健美、

旱地冰球、保健体育、体育舞蹈、

跆拳道、游泳、定向越野等内容。

教学要求：

1.掌握 1-2 项健身运动的基本方

法和技能，突出运动技能的学习

和锻炼过程，这一过程的学习内

容、锻炼方法、组织形式始终与

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心理健康

和社会适应能力紧紧结合。

1.从基本技能出发，教师

教与学生练结合教学比

赛，让学生掌握基本技术

和战术；

2.教学内容的难度循序渐

进，且保证各学期学习内

容的连贯性，体现以人为

本，有利于学生所学、所

用、所练。

思政内容的融入

1.从篮排足等集体项目出

发，进行团队协作精神教

育；

实 践

教 学

1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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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专项游戏的形式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将娱乐体育教学内容

贯穿于教学过程；

3.应用素质锻炼方法和手段，有

针对性进行教学、督促和练习，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促进体质健

康。

3.从课堂教学比赛和体育

竞赛出发，进行挫折教育。

3 中国传统武术

项目

教学内容：

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教学要求：

1.知道太极拳的起源与发展；

2.领会太极拳的健身效果；

3.掌握基本功和基本动作，突出

整个套路技能的学习和锻炼过

程。

4.领会太极拳蕴含的传统体育文

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国主

义精神。

1.从抱拳礼中的领悟中华

武德，进行尊师重道、自

律克己教育；

2.太极拳教学与动作攻防

含义相结合，太极文化和

哲学内涵，培养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

3.从流派发展体会文化传

承，进行文化自信教育；

4.从太极健身效果出发，

进行传统项目传承教育。

实践

教学

14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1）实践课教学为主，理论课教学为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在教学中要重视个体差异，贯彻因材施教、区别对待的原则，加强个别辅导，强调

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3）体育成绩的考核应体现“健康第一”的教学指导思想，学生的评价体系应包括：学

习态度、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灵活性、创造性，运动技能和能

力等几个方面。

（4）教师应经常听取学生的建议，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形式与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4.2 评价方法：

体育课考试成绩的评定，应包括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和学习过程评价两个方面，把学生的

学习态度和进步幅度纳入评价内容。每学期进行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均采用百分

制评分。体育课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采用教考分离。

各专项课考试成绩有技术评定和达标组成，整个体育成绩的构成内容和评分比例可参照以

下标准：

考试内容 评分比例 满分

学习态度 10％ 10

体育理论（体质测试） 20％ 20

身体素质 30％ 30

专项/二十四式太极拳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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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100

男生：篮球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介绍篮球运动锻炼身体的价值和发展趋势；

2.篮球运动主要的技战术分析；

3.篮球比赛主要规则和裁判方法。

4.体育基础理论

5.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移动技术：基本站立姿势、起动、变向变速跑、侧身跑、急停急起技术；

2.运球技术：原地、行进间运球，运球急起、急停技术，体前变向运球，背后运球，胯下

运球，转身运球；

3.传接球技术：双手胸前传接、球技术；双手胸前反弹传、接球技术；单手肩上传、接球；

4.投篮技术：原地单手肩上投篮；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行进间单手低手上篮、行进间传、

接球；急停跳投(补充教材)；

5.突破技术：原地持球交叉步突破、持球急停交叉步突破、原地持球同侧步突破（补充教

材）；

6.篮板球技术：抢进攻篮板球、抢防守篮板球；

7.个人防守：防持球队员、抢、打、断球(补充教材)；

8.进攻战术、防守战术、2-1-2 区域联防；

9.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10.篮球教学比赛。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女生：篮球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介绍篮球运动锻炼身体的价值和发展趋势；

2.篮球运动主要的技战术分析；

3.篮球比赛主要规则和裁判方法；

4.体育基础理论；

5.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基本技术

（１）移动：基本站立姿势、转身（前、后）、起动、急停、各种滑步；

（２）运球：原地运球、行进间运球；运球急起、急停技术；体前变向运球；

（３）传、接球：双手胸前传接、球技术；双手胸前(单手)反弹传、接球技术；单手肩上

传、接球；

（４）投篮：原地单手肩上投篮；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行进间传、接球投篮；急停跳投(补

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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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突破：原地持球交叉步突破、原地持球同侧步突破（补充教材）；

2.基本战术

进攻战术基础配合：传切、突分；

3.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力量、耐力、弹跳、灵敏等素质练习及方法教学；

4.篮球教学比赛。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排球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排球运动起源与发展；

2.排球运动特点与锻炼价值；

3.排球运动基本技术与战术；

4.体育基础理论；

5.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排球基本技术：准备姿势与移动、发球、垫球、传球、扣球、拦网；

2.排球基本战术：接发球进攻战术“中一二”进攻战术，“边一二”进攻战术，“心跟进”

防守战术，“边跟进”防守战术；

3.教学比赛。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旱地冰球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体育健身相关理论；

2.专项理论。

（l）旱地冰球运动概；

（2）旱地冰球运动技术、战术分；

（3）旱地冰球运动竞赛的组织编排及主要规则和裁判。

3.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旱地冰球运动基本技术

击球、停球、运球、抢截球、假动作、射门综合技术（停球、传球、过人、射门）基本

战术；

2.旱地冰球运动基础战术

（1）摆脱与接应；

（2）选位：盯人与补位；

（3）小组攻防练习：二过一、三过一、三过二；

（4）半场比赛；

（5）全场六对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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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等素质练习。

（四）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足球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体育基础理论；

2.专项理论。

（l）足球运动概述；

（2）足球运动技术、战术分析；

（3）足球竞赛的组织编排及主要规则和裁判法。

（4）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足球基本技术

踢球、停球、运球、头顶球、抢截球、假动作、掷界外球。

2.足球基础战术

个人攻守战术、局部进攻战术、局部防守战术。

（三）身体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等素质练习。

乒乓球选项课

（一）基础理论

1.乓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2.乒乓球运动的特点和锻炼价值；

3.乒乓球运动的基本技术理论介绍；

4.乒乓球运动的基本规则介绍；

5.体育卫生保健常识；

6.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基本技术：反手推挡、正手攻球、左右结合、发球、搓球、拉球；

2.基本战术：单打、双打战术；

3.身体素质：专项身体素质（力量、耐力、速度、灵敏）。一般身体素质（达标项目）；

4.教学比赛。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羽毛球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羽毛球运动概述；

2.羽毛球运动竞赛；

3.羽毛球比赛规则及裁判法；

4.介绍太极拳的特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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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体育基础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基本技术：握拍、发球、击球、步法、挑球技术、杀球技术；

2.基本战术：单打、双打战术；

3.身体素质：专项身体素质（力量、耐力、速度、灵敏）。一般身体素质（达标项目）；

4.教学比赛。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女生：健美操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体育基础理论；

2.专项理论。

（1）健美操概述；

（2）健美操的意义及功能；

（3）健美操的竞赛规则；

（4）健美操的编排和方法。

（5）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基本姿态：

（1）基本站立姿势；

（2）手臂与手型；

（3）头颈姿态。

2.基本动作

（1）肢体练习；

（2）躯干练习；

（3）基本步伐：踏步、后踢腿跑、吸腿跳、踢腿跳、开合跳、弓步跳、弹踢腿跳；

（4）特定动作：仰卧起坐、俯卧撑、大踢腿；

（5）太极拳的步型、步法、手型、手法。

3.成套动作：

（1）第二套《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一至四级套路（A）；

（2）健康活力健身操水晶级套路。

4.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力量、灵敏、柔韧、耐力、弹跳等素质训练。

（三）电化教学：健美操比赛录像

（四）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男生：健身健美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基础理论

（1）运动技能的形成原理，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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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状态变化的规律，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3）介绍太极拳的特点作用。

2.专项理论

（1）运动技能的形成原理，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2）身体锻炼卫生，运动竞赛欣赏。

（二）实践部分

1.基本素质练习：

2.专项素质练习；

3.球类运动。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体育舞蹈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体育基础理论；

2.专项理论。

（1）体育舞蹈概述；

（2）体育舞蹈的意义及功能；

（3）体育舞蹈（恰恰恰、华尔兹）的竞赛规则；

（4）体育舞蹈（恰恰恰、华尔兹）的编排和方法。

（5）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基本姿态：

（1）基本站立姿势；

（2）手臂与手型；

（3）头颈姿态。

2.基本动作

（1）肢体练习；

（2）躯干练习；

（3）基本功练习；

（4）太极拳的步型、步法、手型、手法。

3.成套动作：

（1）恰恰恰铜牌套路；

（2）华尔兹铜牌套路。

4.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力量、灵敏、柔韧、耐力、弹跳等素质训练。

（三）电化教学：体育舞蹈比赛录像

（四）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武术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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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理论

（1）运动技能的形成原理，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2）身体锻炼卫生；

（3）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2.专项理论

（1）武术运动概述；

（2）武术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武术运动竞赛欣赏。

（二）实践部分

1.基本功

手型：手法、步型步法、肩臂功、腰功、腿功、跳跃功、平衡功、基本剑法。

2.基本套路

五步拳、初级三路长拳、武术基本动作组合 1、武术基本动作组合 2。

3.发展素质练习：速度、力量、柔韧、灵敏、耐力。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女生：瑜伽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体育基础理论

2.专项理论

（1）瑜伽概述；

（2）瑜伽的意义及功能。

（3）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基本姿态：

（1）基本站立姿势；

（2）手臂与手型；

（3）头颈姿态。

2.基本动作

（1）肢体练习；

（2）躯干练习；

（3）瑜伽体位；

（4）特定动作：拜日组合；

（5）太极拳的步型、步法、手型、手法。

（6）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力量、灵敏、柔韧、耐力、弹跳等素质训练。

（三）电化教学：瑜伽视频录像

（四）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网球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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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球运动概述；

2.网球运动竞赛；

3.网球比赛规则及裁判法；

4.太极拳理论知识；

5.体育基础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基本技术：握拍、发球、击球、步法、截击球、削球技术；

2.基本战术：单打、双打战术；

3.身体素质：专项身体素质（力量、耐力、速度、灵敏、柔韧）；

4.教学比赛。

（三）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跆拳道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体育基础理论；

2.了解跆拳道运动基本技术；

3.掌握跆拳道比赛规则及裁判法的部分知识；

4.太极拳的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前横踢、前横踢组合动；

（2）后踢技术；

（3）劈腿、劈腿步法组合；

（4）双飞踢、双飞踢步法组合。

（5）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力量、灵敏、柔韧、耐力、弹跳等素质训练。

（三）电化教学：跆拳道视频比赛录像

（四）二十四式太极拳必修课。

游泳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介绍游泳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锻炼的价值；

2.蛙泳和自由泳的基本技术动作和竞赛规则；

3.安全卫生常识和救护；

4.体育基础理论；

5.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熟悉水性：水中行走、呼吸、漂浮与站立、水中滑行；

2.蛙泳：蛙泳腿部技术、蛙泳手臂技术、蛙泳手臂与呼吸、蛙泳完整配合；

3.自由泳：自由泳腿部技术、手臂动作和呼吸配合、完整配合；

4.出发：蛙泳出发、自由泳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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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身：蛙泳转身、自由泳转身；

6.速游：蛙泳 50 米、自由泳 50 米；

7.救护：入水、接近、拖带、上岸、解脱、CPR。

（三）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等素质练习及方法教学。

定向越野选项课

（一）理论部分

1.介绍定向越野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锻炼的价值

2.定向越野的基本技术动作和竞赛规则

3.安全卫生常识和救护；

4.体育基础理论；

5.太极拳理论知识。

（二）实践部分

1.读图练习：地图六要素、国际定向地图规范、检查点说明符号。

2.百米定向：提前思考、快速出入点技术。

3.形状定向：快速决策思维、确定站立点技术。

4.迷宫定向：扶手技术、标定技术。

5.校园定向：利用地图行进的技术。

6.积分定向：分值预判、规划线路。

7.野外定向技术：模拟练习，有条件可野外实操。

（三）素质与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等素质练习及方法教学。

4.3 教材选编：

 侯立军主编，《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程》，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年，第 1

版。

 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运动网、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中国运动健康科学网、科学健身网

执笔：姜芹先

审核：侯立军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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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大学英语》课程标准

学时：192

学分：10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护理学等 33 个专业的通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英语常用词汇、习语、语法和语篇知识；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特别是用英语进行

思维和表达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医学相关工作要求，它要以中学英语课程的学习为基

础，也是进一步学习专业英语和大学英语选修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知道有关英语国家的人文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领会英语基本语篇的篇章结构和逻辑关系。

 熟练应用基本的单词、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

2.2 技能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的讲座，能听

懂语速较慢(每分钟 130-150 词)的英语广播和电视节目，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

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

 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

话题用英语进行交谈，能经准备后就所熟悉的话题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

音、语调基本正确。能在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

在快速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就阅读

材料进行略读和详读。能借助词典阅读本专业的英语教材和题材熟悉的英文报刊文

章，掌握中心大意，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

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书面表达能力：能完成一般性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观感、情感和发生的事

件等，能写常见的应用文，能在半小时内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写出不少于 120 词的

短文，内容基本完整，中心思想明确，用词恰当，语意连贯。能具备基本的写作技

能。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约 300

个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约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准确，无重大的理解和语

言表达错误。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

 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创新能力。

 培养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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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信。

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理论课

第一册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BookOne

Unit1

GrowingUp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WritingforMyself

3.TextBTheScholarshipJacket

教学要求：

1. 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

n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

ext.

2. Understandthemainidea(thees

senceofwritingistowritewhatone

enjoyswriting)andstructureofthet

ext(narrationinchronologicalseq

uence).

3. Masterthenarrativeskillsdemo

nstratedinTextA(selectionofdetai

ls,repetitionandcoherence).

4.Writealetterofcongratulationsi

nanappropriateway.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并深度思考什

么是成长。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度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主动作为（学

习）和被动作为（学习）

的利弊。

4.讨论个人成长与国家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

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

5.学写感谢信。

4 学

时

2 BookOne

Unit2

Friendship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AlltheCabbieHadWasaL

etter

3.TextBNeverLetaFriendDown

教学要求：

1. 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

n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

ext.

2. Understandthemainidea(neve

rdelayexpressingyourtruefeeling

stoa friend)andstructureofthetext

(developingastoryaroundaletter).

3.KnowthatspokenEnglishismuc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收集与友情相关

的中外名句和格言，深

度思考并定义朋友和友

谊。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交友的重要意

义和如何维系友谊。

4.学写私人书信。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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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oreinformalthanwritten Engli

sh.

4.Writeapersonalletterinaninfor

malway.

3 BookOne

Unit3

Understandi

ngScienc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PublicAttitudesTowardS

cience

3.TextBHowtoMakeSenseoutof

Science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oens

urethesurvivalofhumancivilizati

on,measuresmustbetakentohelpt

hepublicunderstandscience)and

structureofthetext(introducingat

opic,developingthetopicwith sup

portingdetails,supplyingaconclu

sion).

3.Masterthestyledifferencesbetw

eennarrativewritingand exposito

rywriting.

4.Writeanexposition.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并深度思考科

学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影

响。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度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公众科学观对

科技发展的影响和科普

的重要意义。

4.针对目前在高科技领

域中国被卡脖子现象，

讨论自主创新的必要性

和急迫性。鼓励学生科

技创新。

5.了解记叙文和说明文

的区别，学写说明文。

4 学

时

4 BookOne

Unit4

TheAmerica

n

Dream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TonyTrivisonno’sAmeri

canDream

3.TextBWithHisOwnTwoHands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ony

TrivisonnorealizedhisAmerican

Dreamthroughhisownefforts)and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搜集与美国梦相关

的西方文化背景信息。

2.观看美国梦影片，然

后小组讨论的方式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美国梦，

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异同

点。

3.小组分工，按照时间

顺序总结不同时期 Tony

的不同梦想。

4.用文化对比的方式引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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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ofthetext(oneparttellin

gthestoryofTony’slifeandtheothe

rgivingtheauthor’s commentsoni

t).

3.Masterhowtodescribeapersonb

yhis/hercharacteristicfeatures,to

getherwithsupportingdetailswhic

h demonstratethefeatures.

导学生学习中国文化，

使学生了解美国梦和中

国梦的区别，并鼓励大

学生把自己的梦想和中

国梦结合起来，把个人

的奋斗和国家的未来紧

密结合起来，为实现中

国梦去努力奋斗。

5.通过写作练习学会如

何概括文章内容。

5 BookOne

TestYourself

教学内容：

TestYourself(Units1-4)

教学要求：

1. Finishthetestwithintimelimita

tion.

2. Checkhowwellthesefourunits

havebeenlearned.

1. 学生在规定时间里

完成相应的测试题。

2. 检查所学内容的掌

握情况。

2 学

时

6 BookOne

Unit5

WorktoLive

orLivetoWor

k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TheCompanyMan

3.TextBYouMightBeaWorkaholi

cIf...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heaut

hortriestodefineatypicalworkaho

licintheAmericancorporateworld

withthestoryofPhil)andstructure

ofthetext.

3.Masterthewritingstrategyandst

yledemonstratedinthetext(tosetth

etoneofironybychoiceofwords).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了解工作狂的危

害。

2.小组展示课后作业的

方式让学生们了解更多

关于工作狂的背景知

识。

3.小组辩论，工作与生

活的关系。

4.讨论工作与生活之间

的关系，帮助学生塑造

正确的三观，提高其独

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

力。

5.完成课后练习的方式

进一步巩固所学到的重

点单词和表达方式。

4 学

时

7 BookOne

Unit6

Romanc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AValentineStory

3.TextBTheWallet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让学生查阅、了解情人

节的起源、风俗习惯等

背景知识。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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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henat

ureofaheartisseeninitsresponseto

theunattractive)andstructureofth

etext.

3.Masterthenarrativeskillsdemon

stratedinthetext(switchbetweent

enses,changeofnarrators),somer

hetoricaldevices(simileandmeta

phor)andtheuseofinformallangua

geinconversations.

2.学生利用 PPT 的帮助

分组展示关于 John的浪

漫故事。

3.讨论话题“从一个人

对不吸引人的事物的反

应就能看出他内心的本

质”，在锻炼学生英语

应用能力和提高其英语

表达能力的同时帮助其

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提高其

明辨是非的能力。

4.让学生收集更多的关

于浪漫故事的英语表达

方式。

8 BookOne

Unit7

AnimalIntell

igenc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WhatAnimalsreallythink

3.TextBDoAnimalsFallinLove?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somea

nimalsseemcapableofthinkingw

henitisintheirownintereststodoso

)andstructureofthetext(introducti

on,3subheadingstogive3supporti

ngexamples,conclusion).

3.Knowtheimportanceofexample

sinexposition.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有关人与动物建立

和谐共生的路径并了解

人与动物主题的相关英

文表达方式。

2.通过快速阅读文章，

整体把握文章的语篇结

构及写作特点。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揭示生态文

明建设对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意义。

4.引导学生理解世间万

物的平等关系从而树立

呵护自然、守护和建设

生态文明的自觉意识。

5.通过小组辩论和主题

写作，练习运用例证来

论述观点的写作方式。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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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ookOne

Revision

教学内容：

Reviewwhathasbeenlearnedthis

term.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know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passagesthathav

ebeenlearned.

1. 学生复习所学内容。

2. 教师进行指导和答

疑。

2 学

时

第二册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BookTwo

Unit1

WaysofLear

ning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Learning,ChineseStyle

3.TextBChildrenandMoney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hatw

ouldbeidealifwecouldstriketheba

lancebetweentheChineseandWes

ternstylesoflearning)andstructur

eofthetext(introductionofthetopi

cbyanecdote–

elaborationbycomparisonandcon

trast-conclusionbyasuggestion).

3.Masterthedifferentwaystocom

pareandcontrast(pointbypointme

thodorone-side-at-a–

timemethod).

4.Writeanoticeinanappropriatew

ay.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了解有关北京冬

奥会及竞技项目的相关

英语背景知识。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了解中西文

化在创新和基本技能方

面的差异，思考传承和

创新的关系。

4.讨论中国自古至今在

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

就，特别是北京冬奥会

高科技的应用，提升文

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

感。

5.通过小组辩论和主题

写作，练习类比和对比

两种不同的写作手法。

4 学

时

2 BookTwo

Unit2

Value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ALifeFullofRiches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了解有关救世军

的相关英语背景知识。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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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extBTheRichestmaninAmeri

ca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despit

ehiswealth,SamWaltonremainsd

own-homeanddevotedtohisteam)

andstructureofthetext.

3.Mastertheuseofindirectdescript

ioninportrayingaperson.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小组讨论，让学生

从多方面了解富有的真

正含义。

4.通过播放关于比尔盖

茨和特蕾萨修女的视

频，让学生进一步理解

富有的话题。

5.通过小组讨论和主题

写作，练习以一件轶事

或一件新闻开始一篇文

章的写作技巧。

3 BookTwo

Unit3

TheGenerati

on

Gap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FatherKnowsBetter

3.TextBTextGenerationUR2Old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Father

meddledinchildren'saffairswithg

oodintentions,butonlytofindhisef

fortsunwelcome)andstructureoft

hetext(threesettings,threescenes)

.

3.Masterthebasicelementsofapla

y.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了解国学典籍中

有关家风家教及孝道的

相关英语背景知识。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文章的体裁、写作特点

及课文大意。

3.通过学生分角色扮

演，展示课文内容，亲

身体会西方戏剧的特

色，并且了解掌握戏剧

的基本要素。

4.通过相关视频及有关

家风、家教事迹的赏析，

讨论如何把爱家和爱国

统一起来。

5.小组分工撰写、编排

有关代沟的英文短剧，

并录制视频。

4 学

时

4 BookTwo

Unit4

TheVirtual

World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AVirtualLife

3.TextBMother’sMadabouttheIn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思考虚拟生活的利弊及

如何平衡虚拟生活和现

实生活。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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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uts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despit

ethemanynegativeeffectsofvirtua

llife,theauthorprefersittoreallife)

andstructureofthetext(contrastbe

tweenvirtuallifeandreallife).

3.Mastersomerulesofinterpreting

newvocabularyandusagerelatedt

ocomputersandtheInternetinEngl

ish.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要求小组进行讨论并

找出关于描述虚拟生活

的心理感受的词汇或句

子，聚焦关于感觉和心

理的描述。

4.深入学习分析课文，

挖掘主人公如何沉迷于

虚拟生活，并努力回到

现实世界，最终失败的

原因。

５.针对“在网上没人知

道你是一条狗”的漫画

内容讨论网络安全。

5 BookTwo

TestYourself

教学内容：

TestYourself(Units1-4)

教学要求：

1. Finishthetestwithintimelimita

tion.

2. Checkhowwellthesefourunits

havebeenlearned.

1. 学生在规定时间里

完成相应的测试题。

2. 检查所学内容的掌

握情况。

2 学

时

6 BookTwo

Unit5

Overcoming

Obstacle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TrueHeight

3.TextBFourteenSteps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ofthete

xt(dreamingandhardworkhelped

MichaelStoneonhiswaytosucces

s)andstructureofthetext(narratio

nwithaflashback).

3.Masterthenarrativeskillsdemon

stratedinthetext(usingdetailstobr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了解有关名人梦

想的故事及梦想实现途

径的相关英语背景知

识。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了解主人公

梦想成功的过程和助力

其成功的因素。

4.讨论助力个人和国家

梦想实现的内外因素，

增强实现梦想的信心。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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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outacharacter.asurprisingendi

ng.useofpuns).

5.通过小组辩论和主题

写作，练习人物描写。

7 BookTwo

Unit6

Women,Hal

ftheSky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AWomanCanLearnAnyt

hingaManCan

3.TextBBeginningAnew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

（thebeliefinsuperwomenencour

agesaveragewomentoachievethe

irgoals)andstructureofthetext.

3.Masterhowtheauthorachievesc

oherenceforheressay.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古今中外杰出女性

的故事，了解妇女解放

运动的相关背景知识。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写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讨

论，思考作者职业生涯

成功的秘诀及其带给我

们的启示意义。

4.讨论中国的杰出女性

为人类和民族所做的贡

献，思辨世界在女性权

益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

和不足。

5.通过小组合作，学习

有关设计调查问卷的基

本知识，并设计一张关

于女性社会地位的调查

问卷。

4 学

时

8 BookTwo

Unit7

Learningabo

utEnglish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TheGloriousMessinessof

English

3.TextBTheRoleofEnglishin21st

Century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hede

velopmentoftheEnglishlanguage

)andstructureofthetext.

3.MastersomeidiomaticEnglishu

sagesmentionedintheunit.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了解英语的历史；

推送相关视频材料。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

整篇文章的语篇结构:

熟悉作者采用的时间顺

序写作方法。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了解英语成

为世界通用语的深刻原

因以及对西方文化文明

的重大影响。

4.挖掘思政素材，讨论

汉语的伟大之处，对比

英汉语在容忍方面的异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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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5.通过观看不同图表的

写作视频，归纳写作方

法，通过具体案例进行

写作练习。

9 BookTwo

Revision

教学内容：

Reviewwhathasbeenlearnedthis

term.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knowhowtousetheminconte

xt.

2.Understandthepassagesthathav

ebeenlearned.

1. 学生复习所学内容。

2. 教师进行指导和答

疑。

2 学

时

第三册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 考

学时

1 BookThree
Unit1
Changesinth
eWayWeLiv
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Mr.DohertyBuildsHisDre
amLife
3.TextBAmericanFamilyLife:TheC
hangingPicture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
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oler
anceforsolitudeandalotofenergy
madeitpossibleforthewriter’sfa
milytoenjoytheirpleasantbutso
metimesharshcountrylife).
3.Masterthevarioustechniquese
mployedbythewriter(compariso
nandcontrast,topicsentencesfoll
owedbysentencesprovidingdetai
ls,useoftransitionaldevices,etc.).
4.Writeanessayusingcomparison
andcontrast.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查

阅有关城市和农村两种

生活方式的不同。

2.通过快速阅读文章，总

结课文的中心思想和写

作特点。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两种不同生活

方式的优缺点。

4.讨论中国传统的乡村

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

的影响，向世界展现多

元美丽的中国。

5.通过小组辩论和主题

写作，练习对比与对照

的写作方式。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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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Three
Unit2
CivilRightsH
eroe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TheFreedomGivers
3.TextBRosaParks:theMotheroft
heAmericanCivilRightsMoveme
nt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
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heh
eroesandtheplaceoftheUndergr
oundRailroadinearlycivil-rightsst
rugglesintheUS).
3.Mastertheculturalbackground
relatedtothecontent.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查

阅介绍美国民权发展历

史上的重要人物及成

就。

2.通过快速阅读文章，整

体把握文章的语篇结构

和写作特点。

3.基于深入阅读，引导学

生理解美国社会种族不

平等的起源及现状。

4.引导学生认识到公平

正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基石，进一

步增强文化自信。

5.通过写作练习让学生

掌握更多的与民权有关

的表达方式。

4 学

时

3 BookThree
Unit3
Security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TheLandoftheLock
3.TextBWhyIboughtaGun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
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toma
keourselvessafeinthesociety).
3.Masterhowtousefactstosuppo
rtone’scentralpointofview.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查阅、了解有关高科技

安保的相关英语背景知

识；通过了解美国当前

的安全状态，让学生们

深刻认识到生活在中国

高度的安全感和自豪

感。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整

篇文章的语篇结构、写

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了解现代美

国安保现状。

4.讨论美国过去和现在

的安全状态。

5.通过小组辩论和主题

写作，练习对比和对照

两种不同的写作手法。

4 学

时

4 BookThree
Unit4
TheImagina
tionandCrea
tivity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WasEinsteinaspacealien?
3.TextBAnecdotesaboutEinstein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
ext.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并

借助于多媒体课件课堂

展示爱因斯坦与诺贝尔

奖，介绍今年诺贝尔奖

的相关信息，同时熟悉

中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

项及人物，增强民族自

豪感，提升为国争光的

4 学

时



94

2.UnderstandthemainideaofText
A(Einsteinwasachildofhistime).
3.Masterhowtowriteanessay,pa
yingspecialattentiontounity.

学习动力。

2.通过判断对错题，让学

生学习如何快速准确掌

握文章细节的阅读方

法。

3.通过写作练习学会如

何运用连接词。

5 BookThree
TestYourself

教学内容：

TestYourself(Units1-4)
教学要求：

Finishthetestwithintimelimitatio
n.
Checkhowwellthesefourunitsha
vebeenlearned.

学生在规定时间里完成

相应的测试题。

检查自己对所学内容的

掌握情况。

2 学

时

6 BookThree
Unit5
GivingThank
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WritingThreeThank-YouL
etters
3.TextBThePowerofGratitude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
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ofText
A(mosthumanbeingsarelongingi
nsecretformoreoftheirfellowsto
expressappreciationfortheireffo
rtshence,findthegoodandpraisei
t).
3.Masterhowtowriteathank-you
letter.

1.课前通过线上学习让

学生掌握感恩节的起

源、风俗习惯等背景知

识。通过了解西方节日，

让学生回顾中华知恩图

报的优良道德传统，强

调感恩的重要性和如何

表达感恩。

2.小组讨论，划分段落，

归纳大意。

3.完成课后练习的方式

进一步巩固所学到的重

点单词和表达方式。

4.鼓励学生给父母写一

封感谢信。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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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ookThree
Unit6
TheHumanT
ouch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TheLastLeaf
3.TextBNightWatch
教学要求：

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ts
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Understandthemainidea(OldBe
hrmansavedJohnsy’slifeattheex
penseofhisown)andstructureofT
extA.
3.Masterhowtherepeateduseofc
lueshelpsweaveapieceofnarrativ
etogether.
4.Writenotesaskingforleave.

1.让学生课前查找作者

信息，准备课堂演讲。

2.让学生课前准备分角

色表演课本剧。

3.让学生查找文章中小

说各种要素，学习欣赏

英文小说。

4.引导学生寻找小说中

的线索，讨论文章主题。

5.结合时事，引导学生讨

论人与人之间的善良、

互助和牺牲。

6.布置课后练习与词达

人网上练习，巩固词汇

知识，按照课后写作练

习要求完成写作任务。

4 学

时

8 BookThree
Unit7
MakingaLivi
ng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LifeofaSalesman
3.TextBBricklayer’sBoy
教学要求：

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ts
andlearnhowtousetheminconte
xt.
Understandthemainidea(BillPort
erthesalesmanwillnevergivein)a
ndstructure(fourparts,twoflashb
acks).
3.Masterthecharacteristicsofjou
rnalisticwriting.
4.Writeanadvertisement.

1.课堂活动：让学生向同

学推销指定商品。

2.填写表格，让学生学习

文章中按时间发展顺序

描述以及插叙等写作方

法。.
3.引导学生体会生活的

不易与人性中的坚强。

4.完成课后练习的方式

进一步巩固所学到的重

点单词和表达方式。

5.布置课后练习与词达

人网上练习，巩固词汇

知识。

4 学

时

9 BookThree
Revision

教学内容：

Reviewwhathasbeenlearnedthis
term.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knowhowtousethemincon
text.
2.Understandthepassagesthatha
vebeenlearned.

学生复习所学内容。

教师进行指导和答疑。

2 学

时

第四册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 考

学时

1 BookFour 教学内容： 1.通过对灾害性天气的 4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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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
Fightingwith
theForcesof
Nature

1.ListeningTask
2.TextATheIcyDefender
3.TextBTheNormandyLandings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
n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
ont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ofTe
xtA.
3.Masterhowtowriteanessay,p
ayingspecialattentiontotheuse
ofevidencetosupportthetopics
entence.

谈论导出天气对战争的

影响。

2.课堂展示：描述战争过

程，对比拿破仑和希特

勒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3.让学生思考在我国历

史上，环境因素对发展

与战争的影响。

4.课后让学生在批改网

上写一篇作文，讨论人

与自然的关系。

5.布置课后练习与词达

人网上练习，巩固词汇

知识。

时

2 BookFour
Unit2
SmartCar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SmartCars
3.TextBIntelligentVehicles
教学要求：

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
ntext.
Understandthemainideaandstr
uctureofthetext.
3.Masterhowtoemployavariety
oftechniquesinexpositorywriti
ng(definition,quotation,amixtu
reoffactsandopinions,etc).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查

阅、了解有关智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英语

背景知识。

2.通过课堂阅读，把握整

篇文章的语篇结构、写

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就文中

提到的 GPS，对比中国自

主研发的北斗导航系

统，进行思政的启发和

讨论。

4.课后进行相关写作练

习。

4 学

时

3 BookFour
Unit3
JobInterview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Getthejobyouwant
3.TextBAMortalFlower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
n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
ont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ofth
etext.
3.Masterthedifferentwaystobe
ginanessayoraparagraph.

1.课前学生展示作业，角

色扮演，表演一段求职

应聘场景。

2.介绍不同的段落开头

的方式，在阅读课文过

程中，要求学生进行总

结填写表格。

3.对课文内容进行更深

层次的引导，启发学生

思考如何才能在各个反

面、各个领域取得成功。

4.课后进行写作练习。

4 学

时

4 BookFour
Unit4
Globalizatio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InSearchofDavosMan

1.课前学生进行小组学

习，利用网络资源就话

题“全球化在我们生活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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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TextBGlobalization,Aliveand
Well
教学要求：

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
nt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ofth
etext.
3.Appreciatetheobjectivityofth
eauthorofTextAinpresentingdif
ferentviewpoints.
4.Masterhowtowriteanessay,p
ayingspecialattentiontocohere
nce.

中的表现”进行探讨。

2.在课后练习的引导下，

完成文章结构划分及主

题归纳。

3.在理解课文过程中，联

系中国的“一带一路”，

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

体，深入了解全球化的

影响。

4.范例讨论、修改，学习

如何使文章更通顺连

贯。

5 BookFour
TestYourself

教学内容：

TestYourself(Units1-4)
教学要求：

Finishthetestwithintimelimitati
on.
2.Checkhowwellthesefourunits
havebeenlearned.

1.学生在规定时间里完

成相应的测试题。

2.检查自己对所学内容

的掌握情况。

2 学

时

6 BookFour
Unit5
NeverJudge
by
Appearance
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Afriendinneed
3.TextBNamelessfaces
教学要求：

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
ntext.
UnderstandthemainideaofText
A.
Grasphowpowerfulcontrastisin
delineatingaperson’scharacter.
Masterhowtofilloutaremittanc
eapplicationform.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通

过观看张桂梅的先进事

迹视频，引导学生了解

当代心灵美的典范。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整

篇文章的语篇结构、写

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探究题目的

讽刺意义。

4.通过讨论中国传统典

故“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外在美和心灵美。

5.观看英文电影《美丽心

灵》，撰写一篇 300 单

词左右的影评。

4 学

时

7 BookFour
Unit6
ThePaceofLif
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OldFatherTimeBecome
sATerror
3.TextBLifeinFastLane
教学要求：

1.课前线上自主学习，通

过观看李子柒的视频短

篇引出主题。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整

篇文章的语篇结构、写

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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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n
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o
ntext.
UnderstandthemainideaofText
A.
Masterhowtodistinguishsuppo
rtingfactsfromopinions,andtou
sebothintheirownwritings.
Writeanessay,payingspecialatt
entiontoconciseness.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让学生对这

些问题之间的关联有更

深的了解，从而更容易

判断根本问题所在。

4.通过讨论向学生展示

与成功相关的引文和谚

语。

5.坚持每天阅读与弘扬

中国文化有关的新闻一

则，请一位同学来分享

一则新闻。

8 BookFour
Unit7
The9/11Terr
oristAttack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ask
2.TextASnapshotsofNewYork’s
Moodafter9/11
3.TextB Reflectionson9/11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
ntsandlearnhowtousetheminc
ontext.
2.UnderstandthemainideaofTe
xtA.
3.Masterhowtowriteanessay,p
ayingspecialattentiontoproposi
tion.

1.通过观看 911 恐怖袭

击相关报道的视频，辅

助学生学习 911 恐怖主

义袭击相关词汇。

2.通过快速阅读，把握整

篇文章的语篇结构、写

作特点及写作意图。

3.基于深入阅读进行启

发和讨论，中国为维护

国内外和平与稳定做出

了哪些努力和贡献？

4.观看电影《战狼》，写

一篇 300 单词左右的影

评。

4 学

时

9 BookFour
Revision

教学内容：

Reviewwhathasbeenlearned.
教学要求：

1.Memorizethekeylanguagepoi
ntsandknowhowtousetheminc
ontext.
2.Understandthepassagesthat
havebeenlearned.

学生复习所学内容。

教师进行指导和答疑。

2 学

时

实验课

第一册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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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One
Unit1
Tracesofthe
past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pasteventsandthei
rimpactsonthepresent.
2.Listenforspecificinformation
.
3.Keepaconversationgoing.
4.Conductaninterview.

师生讨论周末参加的各

种活动及最喜欢的活动

与喜欢的原因。

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同

的听力任务。

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行

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使会话持续下去。

2 学

时

2 BookOne
Unit2
Abreakforfu
n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variousleisureactiv
ities.
2.Listenforwordsandexpressio
nsfordescribingpeople’sappea
rance.
3.Askforandgiverecommendat
ions.
4.Describeapastevent.

1.师生讨论各自看电影

的频率及喜欢哪类电

影，最喜欢的电影和演

员及喜欢的原因。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征求和提出建议。

2 学

时

3 BookOne
Unit3
Lifemoment
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unusualexperienc
es.
2.Listenfortime-ordersignalwo
rdsandexpressions.
3.Makephonecalls.
4.Makearadioprogramonunus
ualexperiences.

1.师生描述自己不同寻

常的经历。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怎样打电话。

2 学

时

4 BookOne
Unit4
Gettingfrom
AtoB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differenttypesoftr
ansportation.
2.Askyourselfinformationques

1.学生两人一组，讨论他

们最喜欢的家庭旅行经

历，给出两到三个理由，

并说明他们从这次旅行

中学到了什么。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听

力任务，听出具体的信

息。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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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beforelistening.
3.Makeandrespondtoapologie
s.
4.Dealwithproblemswhentrav
eling.

3.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练

习，练习不同的道歉方

式和回应方式。

5 BookOne
Unit5
Relaxandex
plor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differentkindsofho
lidaysandinterestingplaces.
2.Listenforpeople’spreference
sbyidentifyingcomparatives.
3.Makeandtakeordersinaresta
urant
4.Introduceatown/cityofChina
.

1.学生两人一组，讨论他

们最喜欢的假期类型。

2.引导学生完成听力任

务，学习如何通过识别

比较词来了解人们的喜

好。

3.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练

习，练习如何在餐厅点

菜和点菜。

2 学

时

6 BookOne
Unit6
Witandfit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yourlifestyle.
2.Predictachangeofthought.
3.Talkabouthealthproblems.
4.Reportonasportssurvey.

1.学生两人一组，讨论好

习惯和坏习惯的问题，

并互相提出建议。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听

力任务，学习如何获得

表示思想转变的信号

词。

3.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练

习，练习如何看病，进

行正确的医患对话。

2 学

时

7 BookOne
Unit7
Weird,wilda
ndwonderfu
l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natureandenviron
mentalissues.
2.Usenumbers,symbolsandab
breviationsinnote-taking.
3.Makeguesses.
4.Talkaboutawell-preserveda
mazingplace.

1.师生探讨关于自然环

境问题并结合自身小组

讨论是喜欢城市生活还

是乡村生活。

2.观看教学视频材料完

成不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单元主题完成同

伴合作的口语练习任

务。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进行演讲阐述。

2 学

时

8 BookOne
OralTest

教学内容：

OralTest
教学要求：

1.学生分组与同伴进行

各种主题对话。

2.教师判定学生对话成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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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entsareexpectedtotal
kaboutafamiliartopicfreelyfor
aroundthreeminutes.

绩。

第二册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BookTwo
Unit1
Lifeisalear
ningcurv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learningexperience
.
2.Listenforsignalwordsforlistin
g
3.Giveandrespondtoadvice.
4.Talkaboutlearning/teaching
methods.

1.师生探讨有关学习的

谚语并结合自身的学习

经历讨论学习英语中遇

到的困难。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给出建议并对建议

作出回应。

2 学

时

2 BookTwo
Unit2
Journeyint
otheunkno
wn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yourowntravelinge
xperience.
2.Understandtheproblem-solu
tionpattern.
3.Askforandgivedirections.
4.Makeaplanofdreamjourney

1.师生探讨旅行的方式

和意义。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问路和指路。

2 学

时

3 BookTwo
Unit3
Timeout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leisureactivities.
2.Listenforinformationaboutpl
ans.
3.Managephoneproblems.
4.Planaperfectday

1.师生探讨人们在闲暇

时间做的各种活动。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处理各种电话场

景。

2 学

时

4 BookTwo
Unit4
Lifeundert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1.师生探讨与名望有关

的问题并谈论自己喜欢

的名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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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potligh
t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fameandcelebrities
.
2.Understandcauseandeffect.
3.Makerequestsandoffers.
4.Debateonwhetherweshould
holdontoourdreams.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作出请求和提供帮

助。

5 BookTwo
Unit5
Urbanpuls
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citylife.
2.Understandprosandcons.
3.Makeandrespondtocomplain
ts.
4.Recommendthebestcitytoliv
ein.

1.师生探讨什么样的城

市是好的城市和最宜居

的城市。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理解正

反论证。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投诉、抱怨和做出

相应的回应。

2 学

时

6 BookTwo
Unit6
Climbingth
ecareerlad
der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jobsandworkingex
periences.
2.Identifyexamplesinspeeches
andconversations.
3.Expresslikesordislikes.
4.Comeupwithamoney-makin
gidea.

1.师生探讨有关职业和

工作经历的相关话题。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理解正

反论证。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表达个人好恶。

2 学

时

7 BookTwo
Unit7Time
oftechnolo
gy:Ablessi
ngoracurse
?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technologyaround
us.
2.Listenforagreementanddisag
reement.
3.Expressessentiality.
4.Talkaboutexperiencesandfee

1.师生探讨有关科技时

代的特征并引导学生讨

论科技发展给人们带来

的利与弊.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本单元主题同伴

合作进行口语对话练

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表达必要性。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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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sofplayingcomputergames.
8 BookTwo

OralTest
教学内容：

OralTest
教学要求：

Thestudentsareexpectedtotalk
aboutafamiliartopicfreelyforar
oundthreeminutes.

1.学生分组与同伴进行

各种主题对话。

2.教师判定学生对话成

绩。

2 学

时

第三册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BookThree
Unit1
Accesstosu
cces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success.
2.Takenotesbyusingakeywordo
utline.
3.Refertowhatyousaidearlier.
4.Talkaboutachallenge/anachi
evement.
5.Haveabasicunderstandingof
publicspeaking.

1.师生探讨关于成功的

名言警句并结合自身理

解阐述什么是真正的成

功。

2.观看教学视频材料完

成不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单元主题完成同

伴合作的口语练习任

务。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准确表达之前说过

的话。

2 学

时

2 BookThree
Unit2
Emotionss
peakloude
rthanword
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differentemotions.
2.Identifytheproblem-solution
patterninlistening.
3.Givenewsinanappropriatewa
y.
4.Presentmemorablemoments
thatyouhaveexperiencedinlife.
5.Leantheoverallorganizationo
faspeech.

1.师生探讨关于不同情

绪的含义并结合自身分

享最近最开心的经历。

2.观看教学视频材料完

成不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单元主题完成同

伴合作的口语练习任

务。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恰当地传达新闻消

息，准确表达之前说过

的话。

2 学

时

3 BookThree
Unit3Love
yourneigh
bor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neighborsandcom

1.“从远亲不如近邻”展

开讨论，引导学生思考

和谐人际关系，互助互

爱的重要性延伸到中华

美德，具体到与同学，

与舍友关系。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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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ties.
2.Distinguishfactfromopinionsi
nlistening.
3.Learnhowtotellastory.
4.Talkaboutplanningacommuni
ty.
5.Knowtherulesaboutlanguage
useinpublicspeaking.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听力任务。

3.学会区分文章中观点

与事实。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讲述一个故事。

4 BookThree
Unit4
What’sthe
bigidea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inventionsandcreat
iveideas.
2.Predictthethemeandrelevant
vocabularybeforeyoulisten.
3.Proposeideasandcommento
nideaswhilebrainstorming.
4.Presentyourbusinessidea.
5.Learntousevoice,bodylangua
geandvisualaidseffectivelyinsp
eechdelivery.

1.引导学生讨论创新思

维及运用创新思维带给

我们国家的各项飞速发

展。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听力任务。

3.学会识别听力材料中

的信号词。

4.口语对话练习如何运

用提建议。

2 学

时

5 BookThree
Unit5More
thanapayc
heck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differentjobs.
2.Listenforcontrast.
3.Manageameeting/discussion
.
4.Talkaboutatypicaldayinlife.
5.Makeaninformativespeechin
topicalorder.

1.学生围绕未来工作选

择讨论大学生应具备的

职业素养，坚定扎实学

习，报效祖国的信念。

2.按照视频材料完成相

关练习任务。

3.听力练习中识别对比。

4.以小组为单位展示如

何与他人展开讨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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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ookThree
Unit6
Historiesm
akemenwi
s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importanteventsan
dpeopleinhistory.
2.Makeinferences.
3.Expressuncertainty.
4.Talkaboutanimaginaryhistory
.
5.Makeaninformativespeechin
chronologicalorspatialorder.

1.师生探讨著名的历史

事件及其影响。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表达不确定的意

思。

2 学

时

7 BookThree
Unit7
Foreveryq
uestionthe
reisanans
wer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solutionstoproble
ms.
2.Listenforspecificinformation.
3.Requestandrespondproperly
.
4.Presentaninvention.
5.Makeanintroductionspeech.

1.通过相应练习，将问题

与解决方式相匹配，引

导学生思考不同的社会/
家庭/环境问题的解决方

法。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听

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恰当地提出请求与

回应请求。

2 学

时

8 BookThree
OralTest

教学内容：

OralTest
教学要求：

Thestudentsareexpectedtotalk
aboutafamiliartopicfreelyforar
oundthreeminutes.

1.学生分组与同伴进行

各种主题对话。

2.教师判定学生对话成

绩。

2 学

时

第四册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BookFour
Unit1
Howwebe
haveiswho
wear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goodandbadbehavi
orinpublicplaces.
2.TakenotesinaT-chart.
3.Handleanawkwardsituation.

1.师生讨论公共场合中

的礼貌与不礼貌行为。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在两栏表格中做

笔记的听力技巧。

5.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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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alkaboutadifficultdecision
5.Makeapersuasivespeech..

如何处理尴尬的局面。

2 BookFour
Unit2
Gettingold
er,getting
wiser?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futurehopesandpla
ns.
2.Learnhowtoorganizenotesinl
istening.
3.Askforclarificationinspeaking
.
4.Discusslifeatdifferentages.

1.课前要求学生与搭档

讨论未来的希望与打

算。

2.课堂进行听力训练，学

习在听的过程中进行材

料细节的记录。

3.课堂进行口语练习，学

习如何向对方进行询

问，以领会对方表达的

含义，两两分组对所学

表达方式进行练习。

4.就本单元话题展开讨

论，引发学生思考年龄

与经验之间的关系。

2 学

时

3 BookFour
Unit3
Discoverin
gyourniche
holiday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leisuretime.
2.Identifythemeaningofanew
wordorterminlistening.
3.Describeprocedures.
4.Talkaboutleisureactivitiesand
theirmeaningfulness.
5.Makeapersuasivespeechorga
nizedinthemotivatedsequence
.

1.课前要求学生与搭档

就如何利用课余时间，

以及延长假期对社会和

个人的益处进行探讨。

2.课堂进行听力训练，学

习如何在听的过程中推

测、确定生词或新表达

的含义。

3.课堂进行口语练习，着

重练习如何清楚表达事

件的发展经过。

2 学

时

4 BookFour
Unit4
Solvingpro
blems ＆

seekingha
ppines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socialissues.
2.Identifysupportingdetailsinli
stening.
3.Supportaviewpointinspeakin
g.
4.Learnhowtoconductahappin
esssurvey.
5.Makeanimpromptuspeech

1.课前要求学生与搭档

就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

系进行思考并展开讨

论。

2.课堂进行听力练习，重

点练习如何在听的过程

中确定各个支持观点及

细节等。

3.课堂进行口语练习，学

生分组练习如何以恰当

准确的论据支持自己的

观点，并说服对方。

4.由本单元的话题引发

学生深入思考，树立正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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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价值观，幸福观。

5 BookFour
Unit5
Artexpand
shorizon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theartsthatyouenjo
y.
2.Listenforfavoranddisfavor.
3.Giveatourofaplace.
4.Talkaboutmoviesyou ’

veseen.
5.Giveaformaltoastspeech.

1.师生探讨自己喜欢的

艺术以及未来几个月最

想尝试的艺术活动。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做出一个正式的祝

酒词演讲。

2 学

时

6 BookFour
Unit6
Massmedi
a:24/7cove
rage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教学要求：

1.Talkaboutdifferentformsofne
wsmedia.
2.Learnhowtofollowanarrative
inlistening.
3.Learnhowtoaddemphasisins
peaking.
4.TalkaboutTVprogramsyoulike
.
5.Giveanafter-dinnerspeech.

1.师生探讨不同形式的

新闻媒介。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做出一个晚餐后的

演讲。

2 学

时

7 BookFour
Unit7Trou
bleinmode
rntimes

教学内容：

1.Listeningtotheworld
2.Speakingforcommunication
3.Furtherpracticeinlistening

1.师生探讨生活中的恐

惧事件并讨论如何运用

信息问题来理解一个故

事。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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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Talkaboutfearsinlife.
2.Useinformationquestionstou
nderstandastory.
3.Learnhowtoreportaninciden
t.
4.Negotiatechoicesforadifficult
ordangeroussituation.
5.Makeagraduationspeech.

2.观看视频材料完成不

同的听力任务。

3.基于主题同伴合作进

行口语对话练习。

4.学习并运用口语技巧：

如何做出一个毕业演

讲。

8 BookFour
OralTest

教学内容：

OralTest
教学要求：

Thestudentsareexpectedtotalk
aboutafamiliartopicfreelyforar
oundthreeminutes.

1.学生分组与同伴进行

各种主题对话。

2.教师判定学生对话成

绩。

2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大学英语课程注重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融合，充分利用各类网络教学平台与资源，

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教学活动以“讲、辩、演、练、做”多维形式

展开，运用“启发式、参与式、研讨式”的教学方法，注重教材活动或任务的设计

环节，给学生创造机会，让他们在完成活动或任务的过程中去感悟、领会和思考，

在语言实践中提升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采取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全过程学业评价方式，平时成绩占 50%，期

末考试成绩占 50%。

4.3 教材选编：

 李荫华主编,《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1-4 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年,

第 2 版。

 郑树棠主编,《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1-4 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年,第 3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学校拥有的外语数字化教学平台，如批改网、FIF 口语训练系统、阅读平台等学习平台

给师生提供了丰富便捷的教学和课外学习资源和工具，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获取立体性

的学习资源，做到视、听、说、读、写相结合。

执笔：肖文杰 韩向华

审核：韩向华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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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军事理论》课程标准

学时：36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 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本科新生年级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

理论、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培养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促进

综合素质的提高，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着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

备力量服务。

2. 课程目标：

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报国参军意识，培养学生树立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

2.1 知识目标：

 知道我国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我国国防历史和现代化国防建设现状；

 知道我国武装力量和现代军事科技的主要内容；

 领会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习近平新时代军队建设思想；

 应用基本军事技能；

 分析世界军事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强依法建设国防的观念，提高国家安全意识，

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2.2 技能目标：

 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基本军事技能；

 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

提高学生认识分析形势的能力，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坚强意志。

2.3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

 掌握基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

 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长远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培养大学生参

军报国意识，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

练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

3. 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中国国防 识记：国防的内涵、国防类型、国防历史

与启示、现代国防观；国防法规体系、公

民的国防权利与义务。

理解：国防体制、国防战略、国防政策、

以课堂讲授为主，

多媒体和影音视

频材料辅助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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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成就、军民融合；中国武装力量性质、

宗旨、使命及武装力量构成，人民军队的

发展历程。

运用：国防动员内涵、国防动员主要内容

及意义。

2 国家安全 识记：国家安全的内涵、原则、总体安全

观。

理解：我国地缘环境基本概况、地缘安全、

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新兴领域的国家安

全。

运用：国际战略形势现状与发展趋势、世

界主要国家军事力量及战略动向。

以课堂讲授为主，

多媒体和影音视

频材料辅助

理论

6学时

3 军事思想 识记：军事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以及地

位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

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

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

强军思想。

理解：外国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特点以

及代表性著作；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

内容、特点以及代表性著作。

运用：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以课堂讲授为主，

多媒体和影音视

频材料辅助

理论

6学时

4 现代战争 识记：战争的内涵、特点、发展的历程；

新军事革命的内涵、发展演变、主要内容。

理解：机械化战争的基本内涵、主要形态、

特征和代表性战例；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内

涵、主要形态、特征、代表性战例，战争

形态发展趋势。

运用：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观点，激发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

以课堂讲授为主，

多媒体和影音视

频材料辅助

理论

6学时

5 信息化装

备

识记：信息化装备的内涵、分类、对现代

作战的影响以及发展趋势。

理解：各国主战飞机、坦克、军舰等信息

武器装备发展趋势、战例应用；指挥控制

系统、预警系统、导航系统等装备电子信

息系统发展趋势、战例应用；新概念、精

确制导、核生化武器装备等武器装备发展

趋势、战例应用。

以课堂讲授为主，

多媒体和影音视

频材料辅助

理论

6学时

6 军事理论 识记：我校的国防教育开展情况。 以课堂讲授为主，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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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及国

防爱国教

育

理解：中国国防。

运用：提高自身的国防意识，加强国防观

念。

多媒体和影音视

频材料辅助

6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和影音视频相结合的方法，使教学内容更直观，更有趣，

效果更好。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国防意识，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国防、

热爱国防。

4.2 评价方法：参照考试大纲。

4.3 教材选编：根据上级要求选定规范教材。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执笔：王嵩

审核：王嵩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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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文献检索》课程标准

学时：20

学分：1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为通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掌握常用医学

信息资源数据库的使用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从各种信息资源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并进行分析、评价和有效利用，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为其将来从事医学科研工

作以及实现知识更新的继续教育奠定基础。它要以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

进一步学习医学统计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本课程通过对信息素养和检索技能的培养，使学生掌握检索、筛选、分析、

评价、管理和利用文献信息的方法，增强信息意识和资助学习能力，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2.1 知识目标：

 知道文献信息检索技术、检索途径与策略；

 熟练应用各信息资源数据库、网络信息检索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

 领会科技论文的写作方法，培养应用信息资源数据库获取知识信息初步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2.2 技能目标：

 领会并应用操作常用的信息资源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分析并应用信息资源数据库获取信息初步解决实际问题；

 知道获取原始文献的主要方法。

2.3 素质目标：

 具有信息意识、文献信息检索能力以及获取、分析和评价文献信息的能力；

 具有管理、评价和综合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

 具有自觉遵循学术规范、信息道德和信息法规的素质。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

时

1 绪论；

信息检索基础

1.绪论

识记：信息、文献的概念；文

献的级别；信息素养的内涵;

理解：信息的六大特征；文献

四要素；

2.信息检索基础知识

识记：信息检索的基本原理；

信息检索效果评价的基本方

1.通过课前自主学习，了解

本章节的结构；

2.课堂讲授，掌握本章节重

点概念；

3.穿插案例教学，引导学生

树立创新意识和信息伦理意

识。

理 论 2

学时，

实 验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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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理解：信息检索语言的种类；

正确使用 MeSH 词；数据库的

类型和信息检索常用的基本

技术；

应用：信息检索的途径；熟悉

信息检索的策略。

2 中文全文数据库

检索：中国知网

（CNKI）、万方

数据知识服务平

台、重庆维普中

文期刊数服务平

台

识记：CNKI 数据库检索结果的

导出功能；CNKI、万方、维普

数据库收录范围；

理解：CNKI、万方学位论文检

索；

应用：CNKI 高级检索途径，万

方、维普基本检索、高级检索

途径，及三个数据库获取原文

方式。

1.通过案例引出本节使用的

数据库；启发学生提炼关键

词的检索要素。

2.对比三个数据库异同，鼓

励学生尝试和选择适合的数

据库；

3.对于重点内容和难点内

容，通过教师讲授和同学上

台操作，案例演示介绍数据

库使用方法；

4.与各专业专业知识密切结

合，引导学生对本专业问题

的科学探究精神和严谨求

是、诚实守信的科研素养。

5.实验课上机操作数据库练

习题，全面复习和掌握数据

库的功能，鼓励学生提问和

小组讨论的形式解决问题。

5.提交检索作业，了解学生

掌握情况。

理 论 2

学时，

实 验 2

学时

3 电子图书检索及

利用；

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

1.电子图书检索及利用

识记：常用医学类电子图书免

费资源库；

理解：掌握电子图书的检索方

法;

应用：读秀、超星数据库图书

检索技巧及其阅读使用方法；

2.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识记：CBM 数据库“我的空间”

个性化服务；

理解：CBM 分类、期刊、作者、

1.课堂讲授；

2.案例演示：通过多个检索

案例介绍 CBM 数据库的检索

方法；

与中文数据库对比学习，分

析两种数据库检索的特色与

利用场景。

3.同学现场演练，请同学上

台演示 CBM 主题词检索的练

习；

4.教学中贯穿思政教育，与

理论 2

学时，

实验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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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基金和引文检索途径；

应用：CBM 快速、高级和主题

词检索途径，正确选择检索词

之间的布尔逻辑运算符。

专业知识密切结合融入思政

元素培养学生孜孜不倦的科

学探究精神；通过检索优秀

校友成果的案例激励同学们

秉持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作为医学生要勤勤恳恳做

事、踏踏实实做人。

5.实验课上，上机操作数据

库练习题，全面复习和掌握

数据库的功能。

5.提交检索作业，了解学生

掌握情况。

4 外文数据库检索

—PubMed

识记：PubMed 的概述、PubMed

布尔逻辑检索、截词检索、短

语检索；

理解：PubMed 自动词语匹配、

PubMed 字段限定检索，过滤器

的使用；

应用：PubMed 数据库的基本检

索、高级检索和主题词检索方

法；PubMed 原文获取方法。

1.课堂讲授，本节内容较多，

要明确和突出重点、难点；

2.对比中文数据库和外文数

据库，CBM 和 PubMed 数据库

功能的异同，更深入、更清

楚了解各数据库特色及使用

场景；

3.基本检索通过检索我校某

知名教授的论文，培养学生

诚实守信、创新求是的品格，

要求学生掌握检索某主题的

文献、检索某一作者发表的

文献、检索发表在某期刊上

的文献，熟悉 pubmed 数据库

检索结果显示页面结构和基

本的排序、筛选情况。高级

检索，检索“潍坊医学院”

老师发表的被pubmed收录的

文献情况，注意字段选择和

多个同义词选择的情况，培

养学生家国情怀及自豪感、

社会责任感、榜样的力量。

主题词检索，注意一个主题

词和多个主题词检索的情

况，掌握如何选择副主题词。

4.实验课，鼓励学生小组讨

理 论 2

学时，

实 验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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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视频演示学习、教师解

答等方式完成检索练习。

6.提交检索作业，了解学生

掌握情况。

5 网络信息资源检

索

识记：搜索引擎；常用医学网

站；开放获取资源的搜索；

理解：常见的综合性搜索引擎

和专业性搜索引擎；百度基本

检索、高级检索；

应用：百度搜索引擎常用技

术，百度学术；百度文库检索。

1.课堂讲授；

2.上机操作。

理 论 2

学时，

实 验 2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鉴于该门课程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学方法采取理论讲授与实验教学一体化的教学形

式，以学生动手实践操作为主，并且设计个性化小课题，让学生分组讨论、共同完成检索并

展示成果，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采取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全过程学业评价方式，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

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顾萍、谢志耘主编，《医学文献检索》，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9 年 10 月，第 2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图书馆主页设有《文献检索》课程资源库，有练习题及教学演示资源,并设有学生文献

资源群，方便学生随时学习和咨询。

执笔：张香宁赵振鲁

审核：李修杰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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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学导论》课程标准

学时：36 学时

学分：2学分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学导论是中医学专业的入门课、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纵览中医学的

产生和发展，说明中医的起源和学科特点，介绍中医人才培养特点和发展形式；阐释人文中

医和中医思维，勾画中医发展前景，引导学生尽快融入中医学专业，帮助学生树立专业思想，

激发学习兴趣，有效进行学涯规划和职业规划。中医学导论作为一门中医基础课程，在本科

阶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对生命、健康与疾病的概念及当前医学模式进一步系统全面的了解。

 知道中西医学的起源、属性及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熟悉现代医学教育的结构、模式、特点和方法及中医学教育发展史，专业标准和人

才培养模式。

 了解中医之道的内容、中医之德的形成过程及意义、内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医

德观。

 掌握整体思维、象数思维、变易思维及中和思维的含义，并了解其在中医学中的应

用。

 培养学生批判性学习思维与探索性学习精神，掌握科学学习中医的方法与技巧，了

解中医考试常识。

 了解国家卫生机构职能及体制构成、现行的卫生相关政策特别是中医药相关政策及

其改革的方向。

 熟悉中医学所取得的成就，未来的发展趋势。

2.2 技能目标：

 培养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自我学习能力、信息管

理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实践能力。

 掌握中医课程学习的策略与学习技巧。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能力。

2.3 素质目标：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真正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重视对学

生进行道德修养的提升以及中医思维的培养。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有所获。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

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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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增强学生中医学习的信心、创建中医思维模式，使学生热爱中医学、发扬中医学，

不断进行中医学的科学创新与传承。

3. 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课时

1 第一章

走进医学

教学内容：

一、生命、健康与疾病

二．医学模式

三、中医学学科属性

教学要求：

识记：生命、健康与疾病的定义。

理解：中西医医学模式、学科分类及

属性特征。

运用：能够运用中医学的健康理念认

识疾病；评价医学模式转变对医疗观

念的影响。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配合相关文献资料

进行课堂讲授。

2学时

2 第二章

中医纵览

教学内容：

一、中医学的起源与发展

二、西方医学的起源与发展

三、中西医学的碰撞与结合

教学要求：

识记：中医学的起源；不同历史时期

中医学兴衰。

理解：影响中西方医学不同发展走向

的地域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从历

史维度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及发展

趋势。

运用：能够从中西医不同的起源与发

展中，认识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与不

足；在中西医学的碰撞与结合中，认

识中医学的发展空间。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图示利用教学课件

从历史维度进行课

堂讲授。

4学时

3 第三章

中医教育

教学内容：

一、医学教育

二、中医教育

三、中医学专业标准和人才培养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案例

讨论、利用教学课

件进行课堂讲授。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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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熟悉:现代医学教育的结构、模式、

特点和方法，以及中医学专业标准和

人才培养。

了解:中医教育发展史。

运用:通过国内外医学教育发展的差

异的认识，取长补短，加深中医人才

培养总目标的理解。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4 第四章

人文中医

教学内容：

一、中医之道

二、中医之德

三、中医之术

教学要求：

识记:中医学宇宙观、生命观、养生

观。

理解:中医之德的形成及意义、特点

及内涵；中医道德修养与执业道德的

关联。

运用:在中医之道的指导和中医之德

的规范下，掌握中医之术，使其在临

床实践中得到运用。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实际

案例学习、生活中

常见的中医治疗之

术进行课堂讲授与

课堂讨论。

6学时

5 第五章

中医思维

教学内容：

一、整体思维

二、象数思维

三、变易思维

四、中和思维

教学要求：

识记:掌握四中医思维含义。

理解:中医思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运用:列举常用中医思维在中医学中

的应用。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学习案例进行课堂

讲授。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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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中医学习

教学内容：

一、医学生的素质与能力

二、中医学习特点

三、中医学习方法

四、中医学习策略

五、以考促学，学以致用

教学要求：

识记:医学生的素质与能力。

理解:中医学课程科学的学习策略与

正确的学习技巧。

运用:结合自身具体情况，明确自己

的学习目标，制定五年学习规划。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史书记载、案例讨

论，充分运用启发

式和讨论式教学。

6学时

7 第七章

医事制度

教学内容：

一、卫生方针政策

二、现行医疗体制基本情况

三、卫生机构

四、医疗卫生改革

教学要求：

识记:我国现行的卫生方针政策。

理解:现行医疗体制基本情况及卫生

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运用：在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中，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4学时

8 第八章

展望中医

教学内容：

一、主要成就

二、发展趋势

教学要求：

识记:结合具体示例掌握中医药取得

的系列成就。

理解:中医药战略地位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

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史书记载、案例讨

论，进行课堂讲授

2

4.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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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学方法

（1）课堂理论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组织学生展开

必要的讨论，以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2）应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注意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师素质、专业形象的培养。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4.3 教学条件

（1）师资条件教师均接受中医类专业全日制教育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并具备良好的人

文素养及专业素质。

（2）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4.4 教材选编：

石作荣主编，《中医学导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22 年 4 月第 2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和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许小伟

审核：

审定：

2024 年 0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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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古文》课程标准

学时：72

学分：4.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药文献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高等院校中医药类专业的

基础课程，是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也是对中医药从业人员

进行终身教育的重要课程。

医古文是含有医药学内容的文言文，中医学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用书

面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中。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增强阅读古代医药著作的能力，提

高中医药学术水平。提示学生对本课程的重视，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引导学生对

古代医家思想及医药文献的接触与探究，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通过古代文选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阅读实践的训练，使学生在学文言文知识

的基础上，掌握古籍常用词语 1200 个以上（掌握其主要义项），掌握古汉语基础知识。

2.2 技能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较为准确地解释古医籍阅读中的文字、词汇、

语法等问题，具有较强的古文阅读理解能力。

2.能够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式，较为准确、通顺地翻译古文；

3.能够综合运用所学，较为准确地为无标点的古文段落断句、标点。

2.3 素质目标：

1.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古代名医的思想境界、感受

中医的无穷魅力；

2.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加深入地体会古代汉语语言的魅力，提升本课程的学习兴

趣；

3.通过儒医、仁术、大医精诚的阐释，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具有一

定的儒医、仁术及大医精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1 第一章汉字 教学内容：

1.汉字的结构

2.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繁

简字

3.汉字部首例释

教学要求：

配合考古文献、图片、具

体汉字实例进行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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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汉字的造字结构：象形

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

转注字、假借字。

2.理解：通假字、古今字、异体

字、繁简字。

3.知道：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2 第二章音韵 教学内容：

1. 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2. 广韵

3. 上古音的韵部和声纽

4. 古音学的运用

教学要求：

1.理解：声母、韵母、声调的概

念及相关示例。反切的含义。以

广韵为代表的中古时期的语音状

况。上古音的基本轮廓。

3.运用：古音学对阅读古籍的具

体作用。

配合具体的音韵学特点

和示例、利用教学课件详

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理论

3学时

3 第三章训诂 教学内容：

1. 古医籍训诂的内容

2. 基本训诂方法

3. 常见训诂术语

4. 训诂实例分析

教学要求：

1.识记：常见训诂术语：某、曰、

谓、貌、犹、言、之言。

2.理解：基本训诂方法：因形求

义和因声求义。

3.理解：训诂的具体运用。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件

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理论

3学时

4 第四章

词汇

教学内容：

1. 词与词义

2. 词义的内部系统与词际关系

3. 词汇的变化与词义的演变

教学要求：

1.识记：词与语素、词的构造、

词义；词义的内部系统和词际关

系。

2.理解：词汇的变化与词义的演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件

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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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5 第五章

语法修辞

教学内容：

1. 古文特殊语法

2. 修辞

教学要求：

理解和运用：常见修辞的运用。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件

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理论 3

学时

6 第六、七章

辞书和古医籍

教学内容：

1. 辞书的编排与检索

2. 常用辞书示例

3. 古医籍概说

4. 医籍与目录

5. 医籍的校对

教学要求：

理解和运用：熟悉辞典编排法和

目录、索引、类书、丛书的基本

情况，熟悉常用的古汉语与中医

药工具书，掌握查检有关资料的

方法。重要的医籍目录。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件

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理论

2学时

7 下篇

古文选读

教学内容：

周易三则

尚书洪范

秦医缓和

医师

艺文志

吕览尽数

句读语法练习

扁鹊苍公列传

华佗传

丹溪翁传

素问注文四则

伤寒杂病论序

四气调神大论

黄帝内经素问序

类经序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件

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理论

5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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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读语法练习

温病条辨序

养生论

大医精诚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总体教学方法设计为：多以教师讲授、指导为主，学生自学为辅；课后阅读

多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

上编：熟知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掌握有助于增强阅读理解古医籍能力的方法，包括

汉字的结构、词义辨别、文意理解以及句读、今译、注释等方法，了解与中医药相关的古代

文化知识，从理性认识上予以深化，进而用以指导阅读理解中医药古籍。有选择性地开展实

训教学。

下编：在学生预习、自学的基础上，着重提示性地讲解疑难词句，说明理解文句意义

的具体方法。讲授时，方式灵活多样：教师主讲，学生先讲，分组讨论，归纳总结，教学反

馈，根据课文情况，配合课外练习或课堂练习等等。目的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要求学生实践应用部分脍炙人口的著名句段，以培养学生的古汉语语感，加深理解与

提高素养。有选择性地开展实训教学。

本章教学中，以传统的课堂讲授及多媒体教学为主，课堂讨论为辅，运用问题启发式、

图片展示法等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掌握要点的同时，树立自主学习的信心，由既往习惯性的

被动学习逐步走向主动学习。

4.2 评价方法：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4.3 教材选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十四五规划教材《医古文》第十一版王育林、李亚军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韩晶

审核：孙长岗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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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标准

学时：80

学分：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基础理论》是由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以及基本原理，按照中医学基本逻

辑体系组织而构建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它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及辨证法的指导下，以整体

观念为主导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

诊疗特点并集各家学说为一身的一门中医学的基础医学课程，是学习中医学的入门课程。《中

医基础理论》以其独特的原理与法则，客观地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病理变化、诊断治疗、

养生及预防疾病的基本规律，并具有治疗临床实践的作用。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必修的专业

基础理论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医学产生的渊源以及哲学文化基础；中医

对人体生理的认识；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以及中医的养生与诊治疾病原则；借以《中医基础理

论》这门课程得以引领学生步入中医科学又美妙的大门，对中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培养学

生构建中医思维模式；使学生在此思维模式下从整体、联系、运动的观念出发，认识中医问

题，解决中医问题以适应临床实践的工作要求。它要以《中医学导论》课程的学习为基础，

也是进一步学习《中医诊断学》、《中医学》、《方剂学》、《针灸学》、《内经选读》、

《伤寒讲义》、《温病选读》日后每一门中医学课程的基础，更是中医学专业学生终身学习

与丰富的根基所在。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系统的掌握中医基本理论知识，为学生学习其他各科奠定坚实的

基础，并对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进行初步的训练。课程要求学生以朴素的唯物论及自发的辩

证法思想为方法论学习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气、阴阳、五行学说，掌握人体脏腑经络、

精气血津液的生理功能，以及疾病的病因、发病、病机、诊治以及养生预防原则。

2.1 知识目标：

 知道中医学的概念以及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领会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与其主要思维方式

 掌握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

 应用精气阴阳五行为哲学基础，以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体质为生理基础，

知常达变。

 分析各病因病机的分类与特点。

 综合运用养生与防治原则。

2.2 技能目标（黑体五号）：

 正确理解中医学基础，培养中医思维模式。

 掌握与识记人体生理系统以及“天人一体观”下的生理活动。

 掌握中医学对疾病基本规律及养生与防治原则的认知，以指导临床。

2.3 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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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绪论

识记：知道中医学和中医

基础理论的概念。

理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

形成历史发展过程。

运用：能够掌握中医理论

体系的主要特点，并了解

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名医名著，

引入中医小故事

引起学生对中医

的兴趣，并建立

学生的文化自信

感。

理论 6 学时

2 第一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

础

识记：知道中医哲学产生

的基础与方法并能够说

出其分类与基本内涵。

1.气一元论

识记：知道气产生的基本

原理；

理解：掌握气的概念，包

括哲学含义与医学含义；

掌握气一元论的基本内

容；

运用：掌握气一元论在中

医学中的应用；

能够运用气一元论这一

重要的认识论与思维方

法，构建人体之气的理

论，用以阐释人的生命活

动，形成健康观念与养生

之道，并指导疾病的诊断

与防治。

2.阴阳学说

识记：知道阴阳产生的基

本原理；

领会：掌握阴阳的概念，

阴阳的特性与归类；

掌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演

示、理论讲授、

启发讨论等教学

方法，引发学生

思考。

3.给学生指定课

外书与相关文献

课下查阅。

理论 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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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运用：掌握气一元论在中

医学中的应用；

能够理解并掌握阴阳学

说这一辩证思维指导对

具体事物的认识，阐明生

命的形体结构、功能活

动、病及变化、临床诊断、

疾病防治及养生康复等。

3.五行学说

识记：知道五行产生的基

本原理；

领会：掌握五行的概念与

分类；

掌握五行学说的基本内

容；

运用：掌握气一元论在中

医学中的应用；

能够掌握以五行特性来

分析和归纳人体的形体

结构及生理功能；能够熟

练掌握理解五行学说下

所构建的以五脏为中心、

与自然环境紧密联系的

五脏系统，掌握五脏之间

的生理联系，指导疾病的

诊断与防治

3 第二章

中医学的主要思

维方式

识记：知道中医思维产生

的基本原理以及基本内

容。

理解：掌握中医思维的基

本内容；

运用：掌握中医思维在中

医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能够熟练运用上述思维

模式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演

示、理论讲授、

举例说明、启发

讨论等教学方

法，帮助学生思

考与理解。

3.给学生指定课

外书与相关文献

课下查阅。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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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章藏象 识记：知道藏象学说在中

医学中的地位并能说出

藏象的分类及五脏六腑

的生理功能与生理联系。

理解：掌握藏象与脏腑的

基本概念；

掌握藏象学说的形成；

掌握中医学说对内脏的

分类；

掌握五脏学说的特点；

掌握五脏、六腑和奇恒之

腑各自共同的省公共嗯

呢该和生理特点；

掌握五脏的主要生理功

能、主要生理特性和各脏

精、气、阴、阳的涵义；

掌握五脏在志、在液、在

体、在窍、在时；

掌握六腑的主要生理功

能、主要生理特性。

掌握脏与脏、脏与腑、腑

与腑之间的关系。

运用：掌握临床症状、证

候、疾病在藏象中的对

应。

1.提前预习

2.藏象学说重在

使学生掌握脏腑

的生理功能与生

理联系，运用多

媒体演示与理论

讲授并重的方

式，使学生对脏

腑有抽象认识的

同时又有直观的

感受；

3.给学生指定课

外书籍与相关文

献，课下查阅并

进行思考，有问

题届时集中回

答。

理论 16 学时

5 第四章

精气血津液神

1.精

领会：掌握人体之精的基

本概念；

掌握人体之精的生成、贮

藏和疏泄；

掌握人体之精的主要生

理功能。

2.气

领会：掌握人体之气的基

本概念、生成、运动和功

能；

掌握人体之气的分类；

1.课前预习

2.以课堂教学为

主，多媒体演示

与理论讲授并

重。

理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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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元气、宗气、营气、

卫气、脏腑之气和经络之

气的生成、分布和主要生

理功能

3.血

领会：掌握血的基本概

念；

掌握学的生成、循行和主

要生理功能

4.津液

领会：掌握津液的概念、

生成、输布、排泄和主要

生理功能。

5.神

识记：掌握人体之神的基

本概念

掌握掌握人体之神的生

成、功能与分类。

综合：熟悉气、血、津液、

神之间的关系。

6 第五章经络 识记：经络的基本概念并

能说出经络系统的组成

和基本生理功能。

理解：掌握十二经脉的大

体循行路线，走向与交接

规律、分布规律、流注次

序和表里关系；

掌握奇经八脉的总体功

能，人脉、督脉、冲脉、

带脉的循行路线和主要

功能。

了解：了解阴跷脉、阳跷

脉、阳维脉的循行路线和

主要生理功能。

了解经别、别络、经筋与

皮部的概念和功能

运用：了解经络学说的临

床应用。掌握经络学说阐

1.课前预习

2.经络内容相对

抽象，多媒体图

片动画演示与身

体真人模拟，可

是学生更直观有

趣。

3.指定课外读物

与文献，帮助学

生理解与思考。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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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疾病病机变化以及指

导疾病诊断与治疗方面

的应用与价值。

7 第六章体质 识记：能够知道体质的最

新分类与研究进展，熟练

说出体质的概念。

理解：掌握体质的概念；

综合：了解体质理论的形

成；

了解阴阳分类法、五行分

类法

熟悉体质与脏腑、经络、

气血的关系；

熟悉影响体质的因素、包

括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

应用：能够掌握体质与养

生、发病、疾病演变、疾

病转归的关系。

了解辨体质以用于临床

辨证的方法。

1.课前预习

2.多媒体教学

3.提供课外读

物，以拓展学生

相关视野与认

知。

理论 2 学时

（自学）

8 第七章病因 识记：掌握中医探求病因

的主要方法；能够说出病

因的分类以及其历史沿

革的发展。

理解：能够掌握并说明归

纳六淫各自的性质和致

病特点以及疠气的致病

特点；

能够掌握并说明七情、劳

逸、饮食内伤治病的规律

和特点；

能够掌握和归纳说明痰

饮、瘀血和结石的基本概

念、形成原因和致病特

点。

了解：了解外伤、诸虫、

毒邪、药邪、医过以及先

天病因的治病概况。

1.课前预习

2.充分利用多媒

体教学与理论讲

授相结合。

3.引入临床实际

案例进行课堂讲

授，使学生更直

观的掌握各种病

因，以便于学生

临床应用。

理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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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能够根据六淫、七

情、内伤等不同类型病因

的性质与特点进行辨证

与鉴别。

9 第八章病机 一、发病与病机

了解：能够了解发病的主

要因素和发病的类型；

能够理解中医病机学的

概念，能够了解中医病机

学说的源流及沿革。

识记与理解：能够掌握发

病的基本原理；

能够掌握并说明归纳基

本病机的含义与内容。

二、基本病机

1.邪正盛衰

识记并理解：能够掌握邪

正盛衰的含义；

能够掌握虚实病机的内

容及其证候表现

了解：能够了解虚实病机

的变化与疾病转归，如虚

实兼杂、虚实转化及许是

真假等情况

运用：能够运用正邪虚实

的基本含义以及证候表

现进行辨证与鉴别辨证。

2.阴阳失调

识记并理解：能够掌握阴

阳失调的含义；

能够掌握阴阳偏盛偏衰、

阴阳互损、阴阳格拒、阴

阳转化与阴阳亡失的概

念、内容及其证候表现

运用：能够运用阴阳失调

的基本含义以及证候表

现进行辨证与鉴别辨证。

3.精气血的失常

1.课前预习

2.充分利用多媒

体教学与案例教

学进行讲授，加

强理论联系实践

环节，缩短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距

离，激发学生对

中医理论学习的

积极性以及对中

医临床的探索

欲，使学生明白

中医理论学习的

重要性以及中医

基础夯实的必要

性，从而建立学

习自主性与内化

性。

3.中医理论是临

床的基础，是历

代医家不断探索

总结及至成熟完

善的宗法所在。

继承传统是得以

守正创新的前

提，中华文明下

的中医学，是我

们生命科学的灵

魂。

理论 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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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并理解：能够精气血

失常的含义；

能够掌握精、气、血、失

常的内容及其证候表现

能够掌握精气血关系失

调的基本病理变化。

运用：能够运用精气血失

常的基本含义以及证候

表现进行辨证与鉴别辨

证。

4.津液失常

识记并理解：能够掌握津

液失常的含义；

能够掌握津液失常的内

容及其证候表现

运用：能够运用津液失常

的基本含义以及证候表

现进行辨证与鉴别辨证。

三、内生五邪

识记并理解：能够正确理

解与掌握内生“五邪”的

概念；

能够准确掌握风气内动、

寒从中生、湿浊内生、津

伤化燥、火热内生等各种

病理机制及主要病理表

现。

运用：能够运用内生“五

邪”的病理机制以及病理

表现进行辨证与鉴别辨

证。

四、疾病传变

识记并理解：

能够掌握疾病传变的形

式内容

了解：影响疾病传变的因

素。

运用：能够运用疾病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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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与影响因素进行

辨证与鉴别辨证。

10 第九章

养生与防治原则

识记并理解：知道并说出

养生的概念、衰老的机制

与发生原理；

掌握并理解养生的基本

原则

掌握并理解治则与治法

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掌握并理解正治与反治、

治标与治本、扶正与祛

邪、调整阴阳、调和脏腑、

调理精气血津液、三因制

宜的概念以及应用原则。

了解：了解治未病的预防

医学思想和方法。

运用：能够准确理解养生

与防治之间密切的关系，

能够正确理解在养生与

防治的理论与方法下，有

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

1.课前预习

2.充分利用多媒

体教学与理论讲

授相结合。

3.引入临床实际

案例进行课堂讲

授，使学生更直

观的掌握各种养

生与防治原则，

以便于学生临床

应用。

4.养生与防治原

则具有独特的中

医色彩，养生反

应了预防医学的

鲜明特点，治则

治法更是体现了

中医独特的天人

观。此章内容的

学习有利于学生

讲前八章内容落

到临床实处，更

能体会中医理论

体系的博大与精

彩。

理论 8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采用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传统文化

导入与案例教学形式，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

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理论考试计分方式为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占总分的

50%；出勤及课堂表现成绩共 10 分，占总成绩的 10%；单元测验共 25 分，占总成绩 25%；实

验实践课程共 15 分，占总成绩 15%。

4.3 教材选编：

郑洪新，杨柱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第一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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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文字、音像、多媒体等形式的综合运用，注重新技术、新知识的导入，充分考

虑教材对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执笔：郑涵，杨晗

审核：孙长岗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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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系统解剖学》课程标准

学时：112

学分：4.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系统解剖学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是按人体器官功能系统研究人体正常器官形态结构及

其发生发展的科学，是医学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和掌

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形态结构特征、位置毗邻、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功能意义；培养学生

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的能力，使学生在掌握人体正常形态结构的基础上，能正确

理解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发展过程，正确判断人体的正常与异常，区别生理与病理状态，从而

对疾病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为进一步学习局部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病理学、药理学、预防医学、检体诊断学、

实验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医学

心理学、医学伦理学、临床技能学等课程奠定必要的形态学基础。因此，系统解剖学是基础

课程中的基础。

2. 课程目标：

通过《系统解剖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解剖学的发展现状，掌握人体各器官

系统的正常形态结构特征、位置毗邻、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功能意义，培养适应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人文素养、扎实

系统的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科学的思维方法，具备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

习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中医学专门人才。毕业后能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安

全有效的医疗卫生实践，具备在某一学科领域进一步深造的扎实基础。

2.1 知识目标：

 通过对中学时期所学过的生理卫生知识，认知现在所学的解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理论，在脑海中形成一个人体框架，然后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丰满与记忆。

 对于学过的概念和理论用自己的话去描述，体现出学生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然后

通过查资料来丰富和拓展这个知识点，理解这个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

 能正确的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去理解甚至解决现实问题，比如通过理解胃的大体形态

特点，推断出胃酸容易聚集的部位，从而理解胃溃疡的好发部位和症状，为什么用抑酸药、

中和胃酸的药等知识点。

 学会把复杂的知识分解，比如心血管系统，先把整体的循环框架分解为各个局部的

主要供血及其分支分布，掌握之后再综合起来，丰富体循环及肺循环的组成及特点。

 使学生学会在分析所学过的解剖学知识的基础上，对某些常见疾病能形成一个立体

的综合印象，比如通过学习静脉瓣的作用，理解静脉曲张的病因、分析静脉曲张的常见临床

症状，了解其经典的及最新的治疗方案，从而对这个知识点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认知。

 利用所学过的基础理论及拓展的知识来对某些观点进行评判，对观点的价值取向、

临床应用及后期发展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培养学生在基础理论的水平上提出有理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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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而不是形成凭空而论的习惯。主要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提高知识层面和加深知

识厚度！

2.2 技能目标：

 能够运用基本理论简单分析一些常见临床病例。

 能够结合活体、标本、模型、挂图、多媒体、录像等反复实践，加深“三基”内容

的训练。

 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为将来的临床科研奠定一定的基础。

 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查阅资料来完善对一个基础知识点的理论内

涵和临床外延。

2.3 素质目标：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实施科学方法及循证医学原理的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使之养成科学思维、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习惯，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教学中注入人文关怀，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医德，能够切身体会病人的痛苦和需求，

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耐心讲解，悉心沟通，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够学有所获。

 让学生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社会，能够在工作环境以外的地方运用所学来帮助别人。

 培养学生时时刻刻牢记救死扶伤的理念，培养学生科普医学知识的使命感，让社会

基础医疗知识更加普及。

3.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骨学 1.骨学总论、中轴骨

知道：记忆骨的形态和构造；躯干骨的组成和

功能；椎骨的一般形态和各部椎骨的特征；肋

骨的一般形态、结构；胸骨的基本形态结构，

胸骨角的特征和意义；颅的组成和功能；各颅

骨的位置和分部。

领会：理解常听说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是什

么意思？骨骼的一般形态特点是什么？颅是怎

样组成的？

2. 附肢骨：上肢骨、下肢骨

知道：记忆四肢骨的形态结构。

领会：理解四肢骨是如何连接的？

应用：在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下，运用自己的

所学对骨学相关知识进行描绘以及运用思维导

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

分析：能够应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对大体标本进

行观察与判断，并对临床案例，如骨折等做出

1.学生刚开始接触

解剖，兴趣浓厚，所

以多让学生观察标

本，在标本上找到常

用的骨性结构，加深

印象，更好的学好这

部分内容。

2.用常见的骨折案

例来更好的理解骨

的基本构造自己各

部骨常见损伤部位

和特点。

3.（1）第一课

举行“感恩无语良

师”仪式，引导学生

在医学生涯的起点

就懂得感恩、尊重和

理论 4 学

时，实践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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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综合：对骨的组成等知识掌握后，综合理解老

年人的压缩性骨折与骨质疏松的关系等。

评价：学生能否用学过的知识来理清骨的相关

临床案例，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爱，做到医德教育从

解剖学开始，将专业

教育与医德教育相

结合。

（2）结合医学人文，

讲好“大体老师”的

感人故事，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2 关节学 1.总论、中轴骨连结

知道：记忆关节的基本结构、辅助装置和关节

的运动；椎间盘的形态、结构、功能及其临床

意义；前、后纵韧带和黄韧带的位置和功能；

下颌关节的形态、结构和运动。

领会：脊柱整体观的形态与机能的特点；胸廓

的组成、形态和运动。

2.附肢骨连结

知道：记忆上下肢关节的形态、结构和运动。

领会：理解骨和骨是如何连接的，随着年龄增

长为何关节会出现疼痛等症状。

应用：在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下，运用自己的

所学对关节学相关知识进行描绘，运用思维导

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

分析：能够应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对大体标本进

行观察与判断，并对临床相关案例，如脱臼，

半月板、韧带损伤等问题做出分析。

综合：将所学过的骨及关节内容联系起来，分

析退行性病变为什么会导致关节出现一些症

状，每一部分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评价：学生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能否找到正确的

有用的东西来评价学生对基本的重要的知识点

的理解和掌握。

1.在实验室结合标

本、模型等辅助教学

用具让学生更好的

理解关机的组成及

特点。

2.结合肩周炎和网

球肘的案例，理解肩

关节和肘关节的结

构特点；结合膝关节

扭伤的案例来更好

的理解关节的组成，

软骨受损，滑膜的炎

症等常见临床病例。

3.通过讲解椎骨的

分类和组成，强调每

一块椎骨都是人体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类比社会有分工，能

力有大小，劳动无贵

贱，引导学生要有集

体意识，要把崇高的

理想信念融入日常

的工作生活，积极为

国家、社会做贡献。

理论 2 学

时，实践

5 学时

3 肌学 1. 总论、头肌、颈肌、躯干肌

知道：记忆骨骼肌的功能、形态和分布，肌群

配布与关节轴的关系；背浅肌、背深肌的位置、

形态和主要功能；胸上肢肌、胸固有肌的形态

1.结合实验室的肌

学标本、模型、视频

以及数字人等让学

生一边观察一边更

理论 2 学

时，实践

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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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膈的位置、形态、运动、膈的三个裂

孔的位置；腹肌的层次、名称、形态和作用；

咀嚼肌的形态、位置和功能；颈前肌的分层、

分群及功能。

领会：理解常听说的肌腱断裂是怎么回事？引

体向上或者俯卧撑时为什么有的肌肉酸痛而有

的不会出现症状？

2. 四肢肌

知道：记忆四肢肌的分层、分群及功能。

领会：理解关节运动时，会有哪些肌肉进行收

缩？

应用：在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下，运用所学到

的内容对肌学相关知识进行描绘以及运用思维

导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

分析：能够应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对大体标本进

行观察与判断，并对临床相关案例如肌肉损伤

等做出分析。

综合：在关节做出某个动作的时候哪些肌肉会

收缩，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理解每一块肌

肉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作用。

评价：学生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能否找到正确的

有用的东西来评价学生对基本的重要的知识点

的理解和掌握。

好的理解并掌握理

论课学过的内容。

2.结合常见的翼状

肩、塌肩、背手不能

等临床症状来更好

的理解主要骨骼肌

的功能和特点，既可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又可以丰富学

生的知识。

3.以“高低肩”的案

例，引入肌肉在解剖

学姿势总所起到的

重要作用。引导学生

注意在学习相关内

容时，做到精益求

精、专业专注。

4 内脏学总

论消化系

统

1. 总论、消化管

知道：胸腹部的标志线和腹部分区；口腔分部

及其界限；咽峡构成，腭扁桃体的位置和机能，

分析舌的形态和粘膜结构，颏舌肌的起止、位

置和作用；乳牙和恒牙的牙式，名称和出换牙

时间，牙的形态和构造；口腔腺（腮腺、下颌

下腺和舌下腺）的位置、形态和腺管的开口部

位。咽的形态、位置、分部和交通；食管形态、

位置、食管的狭窄，并说明狭窄的临床意义；

胃的形态、位置、分部，胃壁的构造；小肠的

分部、十二指肠的形态、位置及各部的构造；

大肠的分部及结构特点，盲肠和阑尾的位置、

形态、结构及阑尾根部的体表投影，结肠分部

及各部位置，直肠和肛管的形态、位置和构造；

齿状线，论证其临床意义。

1.结合标本、模型等

辅助教学用具将抽

象理论具体化。

2.结合食管癌和胃

癌手术切除的路径，

理解食管和胃的位

置及结构特点；结合

伤寒的案例，理解空

肠与回肠的区别；结

合痔疮的案例，理解

肛管的结构，使同学

们建立临床思维。

3.通过讲解牙的种

类和排列，引导学生

体会作为医生如何

理论 2 学

时，实践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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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理解内脏学的组成和意义；胸腹部标志

线的临床意义；消化系统的组成，上下消化道

的区分和意义；口腔内舌、牙和唾液腺的作用；

食管的作用；胃形态与功能的关系，十二指肠

的组成和功能，空回肠的作用；阑尾位置对临

床的价值，盲肠、结肠的组成，肛管组成和意

义。

应用：运用消化系统的组成，联系临床，分析

牙齿的作用和标示方法，舌的功能，唾液腺的

位置和作用；咽淋巴环对人体免疫作用；食管

狭窄对临床的价值；胃炎、胃癌等相关疾病临

床表现；十二指肠的作用，空回肠在吸收的价

值；大肠的作用和肛管相关疾病的临床意义。

2. 消化腺

记忆：肝的形态和位置、体表投影；胆囊形态、

位置、机能及胆囊体表投影；输胆管道的组成，

胆总管及胰管的汇合和开口部位，胆囊三角

（Calot 三角）的构成，胆囊三角的意义；胰的

形态和位置。

理解：肝脏的功能价值，胆汁引流的途径，以

及胰腺的形态。

应用：应用消化系统的组成，联系临床，分析

肝脏位置的意义和胆汁引流的意义。

分析：根据食物走行的位置，消化系统各部分

对食物消化的作用分析。

综合：建立消化系统分为消化管和消化腺；消

化管是食物消化和吸收的结构，消化腺是分泌

消化液，分解和合成食物的作用，通过消化管

和消化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评价：对消化系统各个器官的形态结构与其功

能密切相关，总体分析各个器官在消化过程中

作用，当出现异常时人体的表现。

诊断疾病，并引起学

生思考如何才能成

为一名好医生；通过

对颏舌肌功能的分

析，引导学生思考中

枢与周围神经损伤

的不同表现，培育学

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通过对食管、胃、小

肠等常见疾病发生

位置的介绍，提醒学

生注意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并进行卫

生宣传，给予大家人

文关怀。

5 呼吸系统 1. 总论、呼吸道

知道：记忆鼻腔的分部及各部的形态结构，鼻

旁窦的位置、开口、各窦的形态特点；喉的位

置、主要体表标志，喉腔和形态结构，声门裂

构成及临床意义；气管的位置和毗邻。

领会：理解呼吸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上下

1.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实验课时加上临

床知识扩展

2.结合标本、模型等

辅助教学用具将抽

象理论具体化。结合

实践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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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的临床价值；鼻腔作用和鼻旁窦的意义；

气管、支气管以及各级分支的作用。

应用：结合上、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熟

知呼吸道的结构。

2. 肺和胸膜

知道：记忆肺的形态、位置和分叶，肺的体表

投影；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胸膜分部及胸膜

隐窝、胸膜的体表投影。

理解：肺的形态对呼吸调整的作用；胸膜隐窝

的临床价值。

应用：通过肺部疾病加深肺的结构的记忆。胸

膜在临床上的价值，胸膜炎和胸腔积液与胸膜

结构的关系。

分析：能够应用呼吸道位置和结构知识，简单

分析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和临床表现。

综合：把呼吸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理解记忆。呼

吸系统的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器官的问题，与相

关结构有密切的联系。

评价：呼吸系统结构相对简单，但是临床疾病

非常常见，对结构的记忆必须联系临床。

鼻窦炎的案例，理解

各个鼻旁窦的结构

特点；结合气管异物

的案例，理解左右主

支气管的特点；结合

胸膜腔穿刺的案例，

理解胸膜的分部、特

点及胸膜隐窝。

3.在授课过程中导

入当下影响深远的

新冠肺炎疫情，引出

钟南山院士、李兰娟

院士以及众多的医

护人员职业奉献精

神和求真务实的科

学精神，引导学生从

真正意义上理解为

什么将医护人员称

之为“白衣天使”，

促使学生不仅要扎

实理论学习还要提

升社会道德素养，向

钟南山院士等及众

多一线医护人员学

习、致敬，做好随时

为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奉献的心理准备。

6 泌尿系统 肾、输尿管、膀胱、尿道

记忆：肾的形态、位置、毗邻及肾大体结构，

肾被膜，归纳肾的固定结构；输尿管的形态、

位置，盆部（特别是女性）的主要毗邻；输尿

管的狭窄；膀胱的形态和位置，膀胱三角的位

置及其临床意义。女性尿道的毗邻、开口位置。

理解：泌尿系统在人体新陈代谢中的重要地位；

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尿道的作用，把各部分

的结构与功能联系起来。

应用：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是大家熟知的多种原

因导致尿毒症。肾脏结构、功能正常的意义。

1.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实验课时加上临

床知识扩展

2.结合肾癌和肾下

垂的案例，理解肾的

位置和肾的被膜；结

合肾盂结石的案例，

理解输尿管和男性

尿道的狭窄；结合膀

胱癌和膀胱结核的

案例，理解膀胱三角

理论 1 学

时，实践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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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结石容易在狭窄处嵌顿。膀胱癌和结核

主要发生在膀胱三角。

分析：泌尿系统的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尿道

形态结构对维持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在记忆形

态结构时要多联系功能和临床相关疾病。游走

肾主要是肾脏的固定装置出现了问题，输尿管

结石嵌顿主要在狭窄处，膀胱三角的特殊位置

和结构导致膀胱癌和结核好发。

综合：泌尿系统的泌尿和排泄功能是各个器官

功能协调完成的。记忆需要形成整体化概念。

评价：肾脏形态结构和周围结构对肾脏的位置

和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肾脏形态和周围的结

构；输尿管的走形、分部和狭窄；膀胱的形态

和位置特点；女性尿道的特点。

的特点。

3.“输尿管结石嵌

顿、肾肿瘤及膀胱

癌”等多个临床案例

与教学内容穿插，把

本次课程内容与临

床相联系，培养学生

“关爱生命、关注健

康”的意识与思想；

在学习科学知识的

同时，鼓励学生独立

思考，培养其探索精

神，树立医学生的职

业使命感。

7 男性生殖

系统

1. 男性内生殖器

知道：记忆男性生殖系统的组成；睾丸形态和

位置。输精管行程、分部，射精管的合成和开

口；精索概念，精索的位置和内容；前列腺的

形态、位置及主要毗邻。

领会：应用：睾丸是产生精子和雄激素的部位，

附睾暂存精子和进一步促进精子成熟的作用，

男性节育手术在输精管的精索部进行。理解精

子的产生和排出部分途径。

2. 男性外生殖器、男性尿道

记忆：阴茎的形态、分部及组成；男性尿道分

部、各部的结构特点，三个狭窄以及两个弯曲

的临床意义。

理解：男性生殖系统分为内生殖器和外生殖器，

睾丸产生精子后暂存在附睾中，射精时经过输

精管、射精管和男性尿道排出体外；精囊、前

列腺和尿道球腺分泌的物质随精液排出。要把

各部分链接起来。

应用：男性尿道从前列腺实质内穿过，当前列

腺肥大时可造成进行性排尿困难。男性尿道容

易出现骑跨伤。

分析：男性生殖系统产生排除精子、产生激素、

维持男性第二性征的作用。生殖系统每个器官

的形态和位置至关重要，区别各部分的位置和

1.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实验课时加上临

床知识扩展

2.结合男性绝育手

术的案例，理解精索

的概念；结合前列腺

增生的案例，理解前

列腺的结构特点、分

叶及男性尿道的走

行；结合鞘膜积液和

隐睾症的案例，理解

睾丸的位置及特点；

结合男性导尿的案

例，理解男性尿道的

结构特点。

3.首先通过生物的

七大特征，引入生殖

系统内容，通过生殖

系统的讲授、临床案

例的讨论，让学生认

识到两性生殖系统

的重要性，引导学生

科学看待繁衍后代

的必要性，珍惜生

理论 1 学

时，实践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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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是关键。要按顺序记忆。

综合：男性生殖系统是一个整体，在记忆每个

器官形态之前，首先熟记内外生殖器的组成，

要从整体上把握男性生殖系统。

评价：在熟记的基础上，能够清晰描述各个器

官的位置和形态结构，并联系其功能。

命。

8 女性生殖

系统

1. 女性内生殖器

知道：记忆女性生殖系统的组成；卵巢形态、

位置及固定装置；输卵管位置、分部及各部的

形态结构；子宫的位置和形态，子宫的固定装

置；阴道的形态、位置和毗邻。

领会：女性生殖系统分为内、外生殖器，首先

熟悉各个器官的名称，卵巢是产生卵子和激素

的部位，输卵管、子宫和阴道是输送管道。各

部分的形态结构对于生理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应用：双侧卵巢轮替排卵，被转运到输卵管壶

腹，输卵管壶腹是受精的部位，影响卵子和精

子输送的因素都可导致不孕，输卵管峡是女性

节育手术进行的部位。在子宫以外的地方受孕，

均为宫外孕，进一步熟悉子宫的结构。子宫颈

阴道部是子宫颈糜烂和癌的好发部位。

分析：卵巢功能的正常对女性正常生理起关键

性作用。卵子产生、运输、受精、受精卵运输

等都基于各个器官形态和功能的正常，影响这

些形态和功能的疾病均可造成生殖异常。卵巢、

子宫等是肿瘤好发部位。

2. 女性外生殖器、乳房

记忆：女阴的结构，阴道前庭的概念；女性乳

房的结构特点。

理解：乳房发育是女性第二性征的表现。

应用：乳腺癌是女性高发癌症，进一步记忆乳

房的结构。

综合：系统化记忆女性生殖系统，总结出每个

器官的形态结构，按着顺序进行总结。

评价：在熟记的基础上，能够清晰描述各个器

官的位置和形态结构，并联系其功能。

1.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实验课时加上临

床知识扩展

2.结合子宫切除的

案例，理解子宫的位

置及结构特点；结合

子宫下垂的案例，理

解子宫的固定装置；

结合宫外孕的案例，

理解输卵管的位置

和结构特点；结合阴

道检测和导尿的案

例，理解尿道和阴道

的位置关系和开口；

结合隆胸术，理解乳

房的位置和结构特

点。

3.结合输卵管妊娠

（异位妊娠）案例，

启发学生去思考，将

来如果碰到家人陪

同就诊的患者如何

问诊，如何保护患者

隐私，如何更好的做

好医患沟通。

实践 2 学

时

9 腹膜 腹膜 1.理论与实践相结 实践 2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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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记忆腹膜、腹膜壁层和脏层、腹膜腔的

概念，腹膜的机能；腹膜内位器官、腹膜间位

器官及腹膜外位器官；小网膜的位置和分部，

大网膜和网膜囊的位置；各系膜的名称和附着，

主要韧带的名称和位置；直肠膀胱陷凹和直肠

子宫陷凹的位置及临床意义。

理解：腹膜是一层浆膜，在腹腔脏器和腹壁上，

腹膜与脏器的覆盖程度与脏器结构和功能均有

关系，与发生疾病需要手术，决定手术术式至

关重要；腹膜形成的结构对腹腔脏器的位置的

保持和功能有直接关系。

应用：腹膜有分泌和吸收功能，大、小网膜增

加了腹膜面积，系膜和韧带对维持腹腔脏器的

正常位置起着关键性作用。隐窝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分析：腹膜与脏器的覆盖关系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腹膜是一个连续的结构，掌握腹膜形成

结构的位置至关重要。

综合：系统化总结腹膜概念和形成结构。

评价：能够真正理解和记忆腹膜与脏器的关系、

熟记腹膜形成结构的位置和功能意义。

合，实验课时加上临

床知识扩展

2.结合标本、模型等

辅助教学用具将抽

象理论具体化；结合

胃穿孔的案例，理解

网膜囊和网膜孔；结

合腹膜炎的案例，理

解腹膜形成的陷凹

和隐窝。

时

10 心血管系

统

1. 心血管系统总论、心

知道：记忆心血管系统的组成；心脏的位置、

外形、毗邻；心脏的四个腔及各部的主要结构；

心纤维性支架的作用、心传导系的作用；心脏

表面的主要结构。

领会：理解心血管系统在人体功能的重要作用；

体循环与肺循环的组成及临床意义；心脏的各

个腔血流的方向及影响血流的组织结构；房间

隔、室间隔的结构特点及临床意义。

应用：运用所学习的基础知识思考常见的心脏

疾病的发病机制及结构基础。

分析：先天性心脏病常见结构特点、冠心病的

发病机制及结构特点；心传导系的组成、传导

异常导致的常见症状；动脉韧带的位置及动脉

导管未闭的临床意义。

综合：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

结。能把所学知识综合运用，同临床案例统一

1.结合标本、模型等

辅助教学用具将抽

象理论具体化。

2.课前给学生动脉

导管未闭、二尖瓣

（三尖瓣或主动脉

瓣）狭窄或关闭不

全、肝硬化、大隐静

脉曲张等病例，给出

相应的解剖学问题，

结合本章节心脏、动

脉及静脉的解剖，理

解各种先天性和后

天性心脏病的发病

机制和临床表现、肝

硬化门脉高压的并

发症的发生机制、大

理论 6 学

时，实践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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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

评价：学生能否提出新问题，新思路，能够为

后面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

2. 动脉

知道：记忆全身各主要动脉的分支及分布。

应用：根据所学的内容分析与动脉血管相关的

临床问题，比如：头面部、颈部手术时动脉结

扎；上肢骨折时会损伤的动脉，及手术时注意

的问题；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下动

脉以及它们分支的行程和分布。子宫动脉的走

行、分布及子宫动脉与输尿管的关系的临床意

义等。

综合：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

结。能把所学知识综合运用，同临床案例统一

起来。

评价：学生能否提出新问题，新思路，能够为

后面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

3. 静脉

知道：静脉的作用、静脉的吻合；全身静脉的

回流途径及过程、静脉回流的意义及结构特点。

领会：静脉的结构特点；全身主要静脉的属支；

门静脉与其他静脉的主要区别（肠系膜上静脉

中营养物质的来源）、及在人体新陈代谢中的

重要作用及意义。

应用：根据各大静脉的属支及收集范围，判断

静脉栓塞的常见部位及结构特点；总结临床穿

刺插管、静脉注射对于静脉的选择原因及结构

特点。

分析：奇静脉的构成及走行；门静脉与上下腔

静脉吻合的部位及临床意义。

综合：深静脉在血液循环、静脉栓塞等临床常

见病中的结构基础；浅静脉在临床穿刺、静脉

注射等操作中的结构基础；全身主要浅静脉（头

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大隐静脉、小

隐静脉等）的位置、结构特点及回流；由肝脏

疾病导致的门静脉高压的体征、主要表现及结

构基础。

评价：学生能否提出新问题，新思路，能够为

隐静脉曲张的治疗

等。

3.此内容以讲授和

问答互动为主要教

学形式，反位心和镜

面人案例之后，运用

提出问题的形式启

发学生思考正常人

体心的位置，引申出

正常心的位置与毗

邻结构，进而讲解心

的大小及形态结构。

使同学们对人体器

官的异位有正确的

科学认识，培养其严

谨的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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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

11 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

记忆：骨淋巴系统的组成、各部的结构和配布

特点；局部淋巴结的概念；胸导管的起始、行

径、注入和收集范围，右淋巴导管的组成、注

入和收集范围；腋淋巴结分群、各群的位置和

收集范围；腹股沟浅、深淋巴结的分布和收集

范围。脾的形态和位置。

理解：结合实验课的教学录像和模型，领会所

学对所学淋巴系统的相关知识.

应用：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

结。

分析：能够应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对临床案例，

如恶性肿瘤的淋巴转移做出分析。

综合：结合前面学过的心血管的内容，能将全

身脉管系统贯穿起来。

评价：通过考察口服药物及注射药物在全身的

运行与代谢，评价其对该系统的掌握程度。

利用多媒体课件结

合常见临床案例，例

如乳腺癌病人的乳

腺根治术、胃癌和子

宫内膜癌的淋巴结

清扫等讲解理论，实

验课上利用模型和

标本，结合临床病

例，对炎症、结核病、

恶性肿瘤引起的淋

巴结肿大的区别进

行讲解，充分调动学

生的自主学习积极

性。

实践 2 学

时

12 感觉器概

述、视器

感觉器概述、视器

知道：识记感觉器、感受器的概念、分类；眼

球壁各部的形态结构特点；眼球内容物的形态

结构特点；眼球外肌的名称和作用。

理解：房水的产生和循环路径。晶状体与睫状

体存在什么关系？

应用：在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下，领会如何运

用自己的所学对所学视器相关知识进行描绘以

及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

分析：能够应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分析用手电筒

照眼睛来观察眼球的变化，想一想这是眼睛的

哪一部分起到的作用，为什么会有近视，老花

眼又是怎么回事？

综合：总结光线如何经过眼睛传导的路径。

评价：通过留下问题的临床案例，如白内障、

青光眼、视网膜脱离等疾病做出分析的正确与

否来评价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并掌握了这块内

容。

1. 结合常见临床案

例，例如结合青光眼

讲解房水循环；结合

外伤病人的眼球运

动障碍讲解眼外肌

的作用，以解剖学作

为基础，讨论疾病的

发生发展及其手术

治疗，并充分利用翻

转课堂等教学方式。

2. 讲解结膜时，介

绍“支原体之父-汤

飞凡”学成归国报效

国家和把沙眼衣原

体滴入自己的眼睛

以身试毒的事例，引

导学生学习其忠贞

的爱国主义情怀，激

发使命担当以及在

科学研究中勇往直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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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担当精神，求真

务实的科学精神。

13 前庭蜗器 前庭蜗器

知道：识记前庭蜗器的组成；外耳的组成、外

耳道的特点；中耳的组成，鼓室的位置、6 个

壁及其主要结构和临床意义；听小骨的名称、

连结、位置和作用；内耳的位置和分部，骨迷

路、膜迷路的分部及其形态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椭圆囊、球囊、膜半规管和蜗管的各种形态及

其机能。

理解：声波传导的途径和通过内耳道的神经。

应用：在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下，领会如何运

用自己的所学对所学前庭蜗器相关知识进行描

绘以及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所学内容进行总

结。

分析：能够应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对大体标本进

行观察与判断，分析声音是如何被我们听到

的？由哪些结构所组成，为什么会有“震耳欲

聋”的出现？

综合：能够把声音是如何传导的连接起来。每

一部分出现问题以后可能出现的症状。

评价：通过对临床相关案例，如鼓膜穿孔、慢

性化脓性中耳炎、神经性耳聋等疾病能否做出

正确的分析来评价学生是否理解和掌握了重点

内容。

1. 利用多媒体课件

结合常见临床案例

讲解理论，以解剖学

作为基础，讨论疾病

的发生发展及其手

术治疗，并充分利用

翻转课堂等教学方

式。结合脑脊液耳漏

和鼓窦炎的案例，理

解鼓室各个壁的结

构特点。

2. 引入鼓膜损伤可

能导致听力下降或

丧失，进一步引出一

些特殊职业如军人、

采矿工人及建筑工

人在工作过程中可

能因接触较多噪音

而听力受损。我们平

时在接触有听力障

碍或者有其它障碍

特殊人群时要保持

耐心和尊重。

实践 2 学

时

14 神经系统

总论中枢

神经系统

1.脊髓

记忆：结合以前学过的膝跳反射来理解低级中

枢，想想其大体的传导。知道肌肉的刺激、收

缩和脊髓的关系；脊髓的位置、外形和结构；

脊髓横切面上灰、白质的配布及各部的名称；

脊髓灰质的主要核团（前角运动细胞、胶状质、

后角固有核、中间外侧核）位置；脊髓主要上

行纤维束（薄束、楔束、脊髓丘脑侧束、前束）

的位置、起止点；脊髓主要下行纤维束（皮质

脊髓侧束、前束，皮质红核束）的位置、起止

点。

理解：脊髓的位置、外形和结构；脊髓横切面

上灰、白质的配布及各部的名称；脊髓灰质的

1.结合标本、模型等

辅助教学用具将抽

象理论具体化。

2.课前给学生一脑

膜炎颅内压升高的

病例，给出相应的解

剖学问题，结合腰椎

穿刺部位的选择，理

解脊髓的位置、脊髓

圆椎和马尾的概念；

结合延髓、脑桥和中

脑损伤的病例，理解

脑干内主要纤维束

理论 6 学

时，实践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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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核团（前角运动细胞、胶状质、后角固有

核、中间外侧核）位置；脊髓主要上行纤维束

（薄束、楔束、脊髓丘脑侧束、前束）的位置、

起止点；脊髓主要下行纤维束（皮质脊髓侧束、

前束，皮质红核束）的位置、起止点。

应用：能够理解脊髓位置的穿刺意义，主要核

团的技能意义，主要脊髓传导束的功能意义。

学会用学过的知识把脊髓的白质和灰质联系起

来学习和理解。

分析：将前面学习过的脊神经和现在学的脊髓

平面结合起来，分析不同层面损伤出现的临床

症状。

综合：能把脊髓与脊神经等知识综合运用，对

常见的一些相关疾病进行简单内容整合和分

析，或者根据出现的症状分析损伤平面。

评价：学生能否将内容整合后提高创新思维，

能够为后面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

2.脑干

识记：通过前面学习过的脑神经的纤维成分，

大体功能，加上神经核的概念来引入其发出部

位，也就是脑神经核。

领会：脑干的外形，脑干内部结构的概要情况；

脑神经核的位置、性质、功能，非脑神经核团

的位置、功能和主要联系情况；内侧丘系、脊

髓丘系、三叉丘系、外侧丘系、皮质脊髓束和

皮质脑干束在脑干各部的位置、功能；内侧丘

系交叉、锥体交叉的部位和意义。

运用：通过结合实验室电动模型等理解脑神经

核团的位置，纤维联系，大体知道脑神经损伤

后的表现。

分析：能够理解脑神经核与前面学过的脑神经

联系起来，将脑干内的纤维束和脊髓中的结合

起来，更好的运用其功能。

综合：能够将学习过的脑神经、脊神经、脊髓、

脑干等内容联系起来分析不同脑干层面损伤出

现的临床症状，或者是结合临床症状分析损伤

的部位。

评价：学生能否将内容整合后提高创新思维，

的走形和脑神经连

结脑的部位；结合过

脑卒中、大脑皮质外

伤的案例，穿经内囊

的结构和大脑皮质

的功能定位。

3.通过肱骨上端中

段及下端骨折病例，

让学生综合骨，关

节，肌肉，神经支配，

损伤症状的综合，培

养学生的科学学习

和综合分析能力。

“脊髓横断、内囊出

血”等多个临床案例

与教学内容穿插，引

导学生积极主动讨

论、学习，图文并茂

讲解解剖基础知识，

在学习科学知识的

同时，鼓励学生独立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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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后面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

3.小脑

知道：结合前面在肌学中学习过的关节周围肌

肉失去神经支配出现运动不协调，为什么会出

现？

领会：小脑的位置与分部(蚓部与两小脑半部)，

小脑扁桃体的所在部位；小脑的分叶，小脑三

对脚的构成，小脑中央核的一般联系情况。

应用：小脑扁桃体的临床意义，大体知道小脑

中央核和其余脑组织纤维联系。

分析：小脑脚和脊髓能其余脑组织纤维联系出

现损伤大体的临床症状。

综合：将前面学习过的脊髓、脑干内容结合起

来，理解小脑不同部位损伤后出现的症状，或

者根据出现的症状理解损伤部位。

评价：学生能否将难以理解的内容结合起来分

析问题，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改善这种思维。

4.间脑

记忆：情绪是如何变化的？激素水平变化可能

会导致哪些情绪产生和变化。在中枢神经系统

中位于何处？

领会：间脑的位置和分部，丘脑、后丘脑的位

置和核团；下丘脑的组成结构及第三脑室的位

置和交通。

应用：用学过的下丘脑核团的位置和作用来理

解其所产生的对身体的变化和影响。

分析：间脑不同部位主要核团与身体其他组织

之间的关系，比如和甲状腺等。

综合：能够分析如果间脑中不同核团损伤会出

现的临床症状，也可以根据病人的症状分析损

伤的部位。

评价：学生能否将学过的不同的章节和这部分

联系起来，能够将知识前后贯通，更好的提高

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5.大脑

知道：想想接触过的或者听说过的语言功能、

肢体功能等损伤与大脑的关系，损伤部位在何

处，引入大脑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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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大脑半球的主要沟裂、分叶，各叶的主

要沟和脑回等表面结构及分部情况；侧脑室的

位置、分部、侧脑室脉络丛；胼胝体的位置与

联系概念；内囊的位置、分部、通过内囊各主

要纤维束的局部位置关系。

应用：应用学过的各个中枢的部位来理解前面

脊髓、脑干中的内容，内囊的临床意义。结合

实验室中的标本、模型等学习学过的理论内容

分析：分析不同的中枢损伤大体出现的症状，

内囊损伤可能出现的症状。

综合：结合前面学习过的内容，理解不同中枢

损伤后会引起的运动系统、感官系统等出现什

么样的症状以及出现症状的原因。内囊不同部

位损伤出现的症状，为什么？或者结合出现的

症状来分析、判断损伤的部位。

评价：学生能否将前面学过的内容整合贯通起

来，学以致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15 周围神经

系统

1. 脊神经

知道：记忆脊神经组成、神经元的概念。

领会：理解脊神经在人体功能的重要作用。

应用：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神经损伤常见

临床表现及解剖学基础。

2. 脑神经

知道：记忆十二对脑神经的名称、顺序、性质、

出入颅的部位。

领会：理解动眼神经纤维成分、行程、分支分

布；三叉神经的纤维成分、三叉神经节的位置，

三大主支在头面部的感觉分区；面神经的纤维

成分、行程、主要分支（鼓索、表情肌支）的

分布；迷走神经的纤维成分，主干行程及各种

纤维成分、分布情况；副神经、舌下神经的行

程及分布。

应用：脑神经的 7 中纤维成分的概括。结合实

验室电动模型等结构认识脑神经出入颅的部

位、连结脑的部位及纤维联系，知道脑神经损

伤后的表现。

分析：不同的脑神经损伤大体出现的症状。

1.结合标本、模型以

及教学视频等辅助

教学用具将抽象理

论具体化。

2.课前给学生垂腕

综合征、爪形手、猿

掌、马蹄内翻足、钩

状足的病例，给出相

应的解剖学问题，理

解脊神经的分支及

颈丛、臂丛、腰丛、

骶丛的结构；结合延

髓、脑桥和中脑损伤

的病例，脑神经连结

脑的部位及损伤后

的表现。结合心绞

痛、胆结石等临床疾

病讲解牵涉痛的概

念及临床联系。

3.以神经衰弱案例

理论 4 学

时，实践

19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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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结合前面学习过的内容，理解不同神经

损伤后会引起的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出现。

如：正中神经、肌皮神经、尺神经、腋神经、

桡神经、股神经、坐骨神经、胫神经、腓总神

经损伤后的临床表现。

3.内脏神经

记忆：能够知道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低级中

枢的部位。

领会：理解交感干的位置、组成、主要的椎前

节（腹腔节、肠系膜上、下节等）;颅部副交感

神经和骶部副交感神经支配的器官。

应用：运用已学过的知识，结合实验室电动模

型说明交感神经节前、节后纤维分布的一般规

律。

分析：内脏运动神经与躯体运动神经在形态结

构和功能上的差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

形态和功能上的主要区别。

综合：结合前面学习过的内容，理解内脏神经

损伤后会引起的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出现。

评价：学生能否将前面学过的内容整合贯通；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能否

将内容整合后提高创新思维，能够为后面专业

课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

引导学生学习交感

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通过讲述治疗方法，

培育学生树立世界

观，有志向，爱祖国

的情感。

16 神经系统

传导通路

感觉传导通路、运动传导通路

记忆：知道传导通路基础概念。运动、感觉中

枢的位置、定位关系，视觉、听觉中枢的位置；

运动、听觉性语言中枢的部位及其功能。

领会：理解躯干、四肢深感觉、浅感觉传导路

的组成、各级神经元胞体所在的部位、纤维走

行和越边的位置及其在大脑皮质的投射区；头

面部浅感觉传导路的组成、各级神经元胞体所

在的部位，纤维走行和越边的情况，皮质投射

区。视觉传导路的组成，纤维部分交叉(视交叉)

的情况与在内囊的位置，皮质投射区；瞳孔对

光反射路径；皮质脑干束发起及经过内囊的部

位，对脑神经运动核控制的情况；皮质脊髓束

的发起及在内囊、脑干各段的位置，锥体交叉，

皮质脊髓侧束与皮质脊髓前束的走行终止情

1.结合标本、模型以

及教学视频等辅助

教学用具将抽象理

论具体化。

2.课前给学生一个

关于损伤多个运动

及感觉传导通路的

临床案例，给出相应

的解剖学问题，结合

出现的本体感觉障

碍，理解内侧丘系的

起止，传导以及损伤

与交叉部位的关系；

结合分离性感觉障

碍，理解脊髓丘脑束

理论 2 学

时，实践

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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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应用：利用各个传导通路的上下连接情况，不

同部位的传导和纤维联系，解释前面学习过的

脊髓、脑干、间脑、大脑等的内容。

分析：将传导路的各个组成部分分解为交叉部

位、各级神经元的所在部位，最终穿过的中枢

部位等几个部分去学习理解，最终再整合起来，

在脑中形成个体与整体的统一关系。

综合：将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及前面

学习过的内容相互联系起来，理解不同的传导

路不同的部位损伤后的临床症状，或者通过症

状来分析损伤的部位。

评价：学生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查阅大

量的资料，看学生能否选择有价值的资料加以

利用，能否形成主动学习的习惯，更好的利用

第二课堂来学习课堂上学过的知识。

的传导特点，为什么

会出现分离性来理

解各个传导路之间

的关系；结合内囊出

血的临床案例让学

生推导出为什么会

出现“三偏征”，以此

来理解运动传导通

路和视觉传导通路

的传导特点，可以让

学生通过画图来更

好的理解传导路的

特点。

17 脑和脊髓

的被膜、

血管及脑

脊液循环

1.脑、脊髓的被膜，脑脊液循环

知道：脑和脊髓三层被膜的附着及组成特点和

机能。

理解：领会硬膜外隙、蛛网膜下隙的联通和内

容；脑脊液的循环途径。

应用：结合学过硬膜外隙的基础概念，分析出

为什么硬膜外麻醉是临床常用的麻醉方式？脑

脊液如果循环障碍可能形成的大体症状。

评价：学生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查阅大

量的资料，看学生能否选择有价值的资料加以

利用，能否形成主动学习的习惯，理解基础知

识的同时，丰富知识的外延。

2.脊髓的血管

知道：识记颈内动脉的行程及其主要分支分布

概况，椎、基底动脉的行程及其主要分支分布

概况。

理解：大脑动脉环的组成、位置及其机能意义。

应用：通过学习过的脑的血管的分布情况来思

考如果血管破裂出血或者栓塞，不同的部位可

能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综合：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学习过或者接触过脑

出血的病人所出现的运动系统、神经系统等临

1.结合标本、模型以

及教学视频等辅助

教学用具将抽象理

论具体化。

2.课前给学生不同

临床症状来推导脑

出血部位的病例，给

出相应的解剖学问

题，结合学过的中枢

神经系统的其余内

容来更好的理解脑

血管的分布，给出一

个“落日现象”，为什

么会出现来更好的

理解脑脊液循环途

径及出现障碍后的

表现。

实践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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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症状，对脑出血的概念能更好的掌握。

评价：学生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查阅大

量的资料，看学生能否选择有价值的资料加以

利用，能否形成主动学习的习惯，更好的利用

第二课堂来学习课堂上学过的知识。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根据解剖学的形态学特点，本课程以理论讲授和人体标本观察学习为主。1、理论讲授：

利用多媒体课件，讲授人体各系统的组成、基本形态结构特点及机能意义；讲授各器官的位

置、形态、结构特征。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

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解剖学的基础知识。2、实验课：为理论实验一体化，授课时穿插运

用案例教学和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在实验室学生分组学习相应实验内容，利用人体标本、

模型、数字人系统、录像等反复实践，加深“三基”内容的训练。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50%，期末考试占 50%。平时考核包

括：在线学习（智慧树）占总成绩的 20%，课堂表现与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 5%，阶段性测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10%；实验标本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5%，实验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 10%。期

末考试为理论考核，采取闭卷、机考的形式，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计分方式为百分制，其

中选择题占比 80%（包括 A1、A2、B1 型题，其中含 10%识图题），简答题占比 10%，临床案

例分析占比 10%；包含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考题，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

4.3 教材选编：

 丁文龙、刘学政主编，《系统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 版。

 张朝佑主编，《人体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第 3 版。

 郭光文、王序主编，《人体解剖彩色图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第 2版。

 钟士镇主编，《临床应用解剖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

 丁自海、刘树伟主译，《格氏解剖学》，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第 41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实验室均安装了易创数字人解剖系统，并为学生提供了数字人解剖系统的网络版，指导

学生开展第二课堂的学习。

执笔：于树娜

审核：蒋吉英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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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诊断学》课程标准

学时：88

学分：4.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学的理论，研究诊法、诊病、辨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它是中医学各专业的基础课，是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是

中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在中医、针灸推拿及中西医中医学等专业学习者的知识

结构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诊法、辨证、诊断综合运用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习者熟悉中医诊断的基本概念，中医诊断的原理和原则；掌握望、

闻、问、切四诊，以及八纲、病性、病位辨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中医诊断的基本

思维与方法，熟悉医案与病历书写的内容、格式和要求。

本课程教学形式采用以课堂讲授为主，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突出重点，讲

清难点，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准确性和实用性，注重技能训练，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

学生医德医风以及对中医学的热爱，对中医药伟大事业的高尚情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1.掌握四诊、辨证、辨病和病案书写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重点掌握四诊和辨证的基本概念、方法、临床表现和意义，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3.熟悉中医诊病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病名诊断的方法和住院病历及体格检查的内容。

4.了解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研究范围及相关现代研究。

2.2 能力目标

1.能够熟练运用四诊知识和方法接诊患者，具备四诊并重、诸法参用、综合收集病情资

料的能力。

2.能够通过对四诊收集的资料进行综合地分析，做出病因的初步诊断。

3.能够正确运用常用的辨证方法对疾病行辨证诊断，为治疗、立法、处方提供依据。

4.掌握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具有初步进行辨病和病案书写的能力。

2.3 素质目标

1.专业思想巩固，热爱中医事业；

2.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良好的医德医风；

3.具有刻苦勤奋、认真细致、严谨要求、不断进取的学习和工作态度。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教学内容

1.诊断的含义，中医诊断学

的学科性质。

以课堂讲授为

主，部分内容自

学，简介中医诊

断学的发展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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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

3.中医诊断学主要内容包括

诊法、诊病、辨证和病历书

写等内容。

4.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是司

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衡

变、因发知受。

5.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是整

体审察、四诊合参、病证结

合、动静统一。

6.中医诊断学的学习方法。

教学要求

1.掌握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

和基本原则。

2.熟悉中医诊断学的主要内

容。

3.了解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

史、中医诊断学的学习方法。

史，结合 PPT、

图片等,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2 第一章望诊 教学内容

1.望诊的概念和内容；望诊

的原理；望诊的方法和注意

事项。

2.全身望诊

（1）望神

望神的概念；望神的原理；

望神的重点；得神、少神、

失神、假神、神乱的表现及

临床意义。

（2）望色

①望色的概念；色与泽的意

义；望面色的原理；常色与

病色、主色与客色、善色与

恶色的概念及特点。

②五色主病的临床意义。

③望色十法的内容

（3）望形

望形诊病的原理；形体强、

弱、胖、瘦、体形体质的表

现及临床意义。

（4）望态

望态诊病的原理；常见异常

课堂讲授结合

PPT、图片、视频

以及学生自身的

真实舌象等，让

教材内容更加形

象化和具体化，

理论联系实物，

部分内容学生自

学。

1.本章采取课前

慕课、资源共享

课预习；课堂理

论讲授、病案分

析为主；

2.增加图片、思

维导图等加以说

明症状辨识，并

结合临床案例训

练课程思维；

3.结合局部望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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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3.局部望诊

局部望诊的原理；望头面、

五官、颈项、躯体、四肢、

二阴、皮肤的基本内容、常

见异常表现及临床意义。

4.舌诊

（1）舌诊概说

①舌诊的概念、舌的形态结

构。

②舌诊的原理。

③舌诊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④舌诊的内容。

（2）正常舌象：正常舌象的

特征及意义；舌象的生理变

异。

（3）望舌质

①舌质荣枯的特征与临床意

义。

②舌色淡红、淡白、红、绛、

青紫的特征与临床意义。

③舌形老嫩、胖瘦、点刺、

裂纹、齿痕的特征与临床意

义。

④舌体痿软、强硬、歪斜、

颤动、吐弄、短缩的特征与

临床意义。

（4）望舌苔

①苔质厚薄、润燥、腐腻、

剥落、偏全、真假的特征与

临床意义。

②苔色白、黄、灰黑的特征

与临床意义。

（5）望舌下络脉

望舌下络脉的方法、正常表

现、常见异常表现及临床意

义。

（6）舌象分析要点与舌诊意

义。

5.望小儿食指纹

（1）望小儿食指纹的概念、

原理与方法。

（2）正常小儿指纹的特点。

（3）病理小儿食指纹的表现

的理论知识，反

复进行各内容望

诊方法的练习，

训练学生准确的

观察判断的技

能，训练学生熟

练运用望诊的技

能;

4.通过引入临床

病例，阐述局部

望诊内容及临床

意义，培养学生

中医临床思维能

力，培养学生中

医临床思维能

力;

5.采用案例式、

提问式、讨论式、

互评式相结合的

教学方法；

6.利用预习与课

后思考题、图片

测试的学习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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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临床意义。

6.望排出物

望排出物诊病的原理；痰、

涕、涎唾、呕吐物异常的表

现及临床意义。教学要求

（一）全身望诊

1.掌握望神的概念，得神、

少神、失神、假神、神乱的

表现与临床意义；熟悉望神

的重点；了解望神的原理。

2.掌握色与泽的意义；常色

和病色、主色与客色、善色

与恶色的概念及特点；五色

主病的临床意义。熟悉望色

的概念；望色十法的内容。

了解望面色的原理；面部脏

腑分候的理论。

3.熟悉望形、望态的基本内

容及临床意义。了解望形、

望态诊病诊病的原理。

（二）局部望诊

1.熟悉头面、五官、颈项、

皮肤的异常表现与临床意

义。

2.了解躯体、四肢、二阴的

异常表现与临床意义。

3 第二章 闻诊 教学内容

1.闻诊的概念、原理。

2.听声音

（1）听声音的含义。

（2）听声音诊病的原理、意

义。

（3）正常声音的特点，影响

正常声音的因素。

（4）病变声音的特点及临床

意义

①发声：病理语声主病的一

般规律，声重、音哑与失音、

惊呼的特点与临床意义，失

音与失语的区别。

②语言：谵语、郑声、独语、

错语、狂言、语謇的特点与

临床意义。

③呼吸：喘和哮、短气和少

课堂讲授为主，

可结合 PPT、异

常声音的录音、

视频（如哮喘患

者）或教师模拟

某些异常声音，

让教材内容更加

形象化和具体

化，部分内容学

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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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鼻鼾的特点与临床意义。

④常见咳声的特点与临床意

义。

⑤呕吐、呃逆、嗳气、太息、

喷嚏、肠鸣等声音的特点与

临床意义。

3.嗅气味

（1）嗅气味诊病的原理。

（2）口气、汗、痰涕、呕吐

物、排泄物等异常气味的特

点与临床意义。

（3）病室气味异常的特点与

临床意义。教学要求

1.掌握正常声音的特点，影

响正常声音的因素。

2.掌握常见病变声音的特点

及临床意义。

3.了解听声音的含义、听声

音诊病的原理及意义。

4.了解常见病体及病室异常

气味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4 第三章 问诊 教学内容

1.问诊的意义、方法及注意

事项。

2.问诊的内容：一般情况、

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个

人生活史、家族史的含义，

询问的意义，询问的方法与

要求。

3.问现在症

（1）问寒热的含义；恶寒、

恶风、畏寒、发热的概念；

“寒热”产生的机理；恶寒

发热、但寒不热、但热不寒、

寒热往来的概念、特征与临

床意义。

（2）问汗的内容；无汗、有

汗、自汗、盗汗、绝汗、战

汗、黄汗、局部汗出的概念、

表现及临床意义。

（3）导致疼痛的病因和病

机；问疼痛的要点；各种疼

痛的概念、表现与临床意义。

课堂讲授为主，

教学中重点内容

采用启发式、讨

论式等方法，可

结合 PPT、视频

等，以激发学生

的创造思维和学

习兴趣。



158

（4）头晕、胸闷、心悸、胁

胀、脘痞、腹胀、身重、身

痒、麻木、拘挛、乏力的概

念、表现与临床意义。

（5）耳鸣、重听、耳聋、目

痛、目痒、目眩、目昏、雀

盲、歧视的概念、表现与临

床意义。

（6）失眠、嗜睡的概念、表

现与临床意义。

（7）口渴与饮水、食欲与食

量、口味异常症状的概念、

表现与临床意义。

（8）二便异常症状的概念、

表现与临床意义。

（9）问月经、问带下的内容；

经带异常的表现与临床意

义。

（10）问小儿的主要内容，

易使小儿致病的原因。

教学要求

（一）问诊的意义及方法

了解问诊的意义、方法及注

意事项。

（二）问诊的内容

1.熟悉问一般情况的内容；

了解问一般情况的意义。

2.掌握主诉的含义及书写要

求；了解主诉的诊断价值。

3.掌握现病史的含义和内

容；熟悉现病史的询问方法；

了解问现病史的意义。

4.熟悉既往史的内容；了解

问既往史的意义。

5.熟悉个人生活史的内容；

了解问个人生活史的意义。

6.了解家族史的内容和意

义。

（三）问现在症

1.熟悉问现在症的含义；“十

问歌”的内容；问现在症的

方法。

2.掌握问寒热的含义，恶寒、

恶风、畏寒的区别，恶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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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但寒不热、但热不寒、

寒热往来的概念、特征和临

床意义；了解“寒热”产生

的机理。

3.掌握问汗的内容，无汗、

有汗、特殊汗出、局部汗出

的概念、分类、表现及临床

意义；自汗、盗汗、绝汗、

战汗的概念、表现及临床意

义。

4.掌握导致疼痛的病因和病

机；不同性质、部位疼痛的

特点和临床意义。了解问疼

痛的要点。

5.掌握头身胸腹不适常见症

状的概念。熟悉其临床意义。

6.掌握耳目异常病变常见症

状的概念。熟悉其临床意义。

7.掌握失眠、嗜睡的概念、

表现和临床意义。了解失眠、

嗜睡的病机；嗜睡与昏睡的

区别。

8.掌握临床常见饮食异口味

异常症状的概念、表现和临

床意义。

9.掌握常见二便异常症状的

概念、表现和临床意义。

10.熟悉问经带的主要内容；

异常月经、病理带下的表现

和临床意义。

11.了解问小儿的主要内容，

易使小儿致病的原因。

5 第四章 切诊 教学内容

1.脉诊的概念、原理。

2.诊脉的部位；寸口诊脉的

原理、分候脏腑、方法；构

成脉象的要素。

3.正常脉象的特点和脉象的

生理变异。

4.常见病理脉象特征和临床

意义。

5.相似脉的鉴别；相兼脉的

概念；脉象相兼的原理、原

则；相兼脉的主病；真脏脉

课堂讲授为主，

课堂教学采用演

示法、取类比象

法等方式，尽可

能使内容深入浅

出，结合 PPT、

图片、脉诊按诊

方法操作视频、

学生现场演示，

在实践操作中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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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特征和临床意义。

6.妇人脉象的特点与意义；

小儿脉诊的方法；小儿脉象

的特点与意义。

7.脉诊的意义与临床运用。

7.按诊的概念义、意义、方

法、注意事项。

8.按胸胁、按脘腹、按肌肤、

按手足、按腧穴的方法、内

容与临床意义。

教学要求

（一）脉诊

1.了解脉诊的概念、原理。

2.掌握寸口诊法的部位、分

候脏腑、方法。熟悉脉象要

素的概念与意义。了解诊脉

独取寸口的原理；遍诊法、

仲景三部诊法的基本内容。

4.掌握正常脉象的特征和生

理变异。熟悉正常脉象的含

义。

3.掌握常见病理脉象的特征

和临床意义。

4.熟悉相似脉的鉴别；相兼

脉的含义；脉象相兼的原理。

掌握脉象相兼的原则；脉象

相兼所主病证的规律；相兼

脉的主病。了解真脏脉的概

念、特征和临床意义。

5.了解妇人脉象的特点与意

义；小儿脉诊的方法；小儿

脉象的特点与意义。

6.了解脉诊的意义及临床运

用。

（二）按诊

1.了解按诊的概念和意义。

2.掌握按诊的方法；按脘腹

的内容和意义。

3.熟悉按胸胁、按肌肤、按

手足、按腧穴的内容和临床

意义。

练诊脉的方法和

体会脉象特征。

按诊主要为示范

性教学，边讲边

操作，部分内容

学生自学。拓展

阅读中医脉学经

典如《脉经》《濒

湖脉学》等，以

及《伤寒论》《金

匮要略》中相关

腹部按诊的内

容。

6 第五章 八纲辨

证
教学内容

1.八纲、八纲辨证的概念、

课堂讲授为主，

结合 PPT，提供



161

意义；八纲辨证的源流。

2.表里辨证：表里辨证的意

义；表证（及半表半里证）、

里证的概念、临床表现、证

候分析、鉴别要点。

3.寒热辨证：寒热辨证的意

义；寒证、热证的概念、临

床表现、证候分折、鉴别要

点；证候寒热真假的概念、

类型、证候特征、病机、辨

证要点。

4.虚实辨证：虚实辨证的意

义；实证、虚证的概念、临

床表现、证候分析、鉴别要

点；证候虚实真假的概念、

类型、证候特征、病机、辨

证要点。

5.阴阳辨证：阴证、阳证的

概念、临床表现、证候分析、

鉴别要点。

6.八纲证的相兼、错杂、转

化的概念、类型、病机与临

床表现。

教学要求

1.掌握八纲、八纲辨证的概

念、意义。了解八纲辨证的

源流。

2.掌握表里辨证的意义，表

证（及半表半里证）、里证

的概念、临床表现、证候分

析、鉴别要点。熟悉表与里、

表证与里证概念的相对性。

3.掌握寒热辨证的意义，寒

证、热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折、鉴别要点。熟悉

证候寒热真假的概念、类型、

证候特征、病机、辨证要点。

4.掌握虚实辨证的意义，虚

临床病案，以问

题、病案为中心，

采用启发式、讨

论式等教学方

法，组织学生分

析讨论、归纳总

结。拓展阅读有

关“八纲辨证”

的中医著作，如

张景岳《景岳全

书•传忠录》、程

钟龄《医学心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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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折、鉴别要点。熟悉

证候虚实真假的概念、类型、

证候特征、病机、辨证要点。

5.掌握阴阳辨证的意义。熟

悉阴阳两纲证的归类依据与

内容。

6.熟悉八纲证的相兼、错杂、

转化等概念、类型、病机与

临床表现。

7 第六章 病性

辨证
教学内容

1.病性及病性辨证的概念、

意义。

2.风淫证、寒淫证、暑淫证、

湿淫证、燥淫证、火淫证的

概念、临床表现、证候分析、

辨证要点。

3.阳虚证、阴虚证、亡阳证、

亡阴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4.常见气病证型的分类，气

虚证、气陷证、气不固证、

气脱证、气滞证、气逆证、

气闭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5.常见血病证型的分类，血

虚证、血脱证、血瘀证、血

热证、血寒证的概念、临床

表现、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6.常见的气血同病证型，气

血两虚证、气虚血瘀证、气

不摄血证、气随血脱证、气

滞血瘀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7.津液亏虚证、痰证、饮证、

水停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教学要求

课堂讲授为主，

结合 PPT，提供

临床病案，以问

题、病案为中心，

采用病例式、情

境式、团队式教

学和学习方法，

组织学生进行病

例讨论分析，归

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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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淫辨证

1.掌握风淫证、寒淫证、暑

淫证、湿淫证、燥淫证、火

淫证的概念、临床表现。了

解其证候分析。

（二）阴阳虚损辨证

1.掌握阳虚证、阴虚证的概

念、临床表现。了解其证候

分析。

2.掌握亡阳证、亡阴证的概

念、临床表现、鉴别要点。

了解其证候分析。

（三）气血辨证

1.熟悉常见气病证型的分

类。掌握气虚证、气陷证、

气不固证、气脱证、气滞证、

气逆证、气闭证的概念、临

床表现、辨证要点。了解其

证候分析。

2.熟悉常见血病证型的分

类。掌握血虚证、血脱证、

血瘀证、血热证、血寒证的

概念、临床表现、辨证要点。

了解其证候分析。熟悉血瘀

证的成因。

3.熟悉常见的气血同病证

型。掌握气血两虚证、气虚

血瘀证、气不摄血证、气随

血脱证、气滞血瘀证的概念、

临床表现、辨证要点。了解

其形成原因、证候分析。

（四）津液辨证

1.掌握津液亏虚证的概念、

临床表现、辨证要点。了解

其证候分析；了解津亏与液

脱的差别。

2.掌握痰证的概念、临床表

现、辨证要点。了解其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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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3.掌握“痰饮”、悬饮、支

饮、溢饮的概念、病位及临

床表现、辨证要点。了解其

证候分析。

4.熟悉病性“水”的特征、

形成机理。掌握水停证的概

念、临床表现、辨证要点。

了解其证候分析。

8 第七章 病位

辨证

教学内容

1.脏腑辨证

（1）脏腑辨证的概念、适用

范围和意义，脏腑辨证的基

本方法。

（2）心与小肠病辨证

①心与小肠病的病变范围、

病机持点、常见症状。

②心血虚证、心阴虚证、心

气虚证、心阳虚证、心阳虚

脱证、心火亢盛证、心脉痹

阻证、痰蒙心神证、痰火扰

神证、瘀阻脑络证、小肠实

热证的概念、临床表现、证

候分析、辨证要点。

③心血虚证与心阴虚证，心

气虚证、心阳虚证与心阳虚

脱证，痰蒙心神证与痰火扰

神证的鉴别；心火亢盛证临

床表现的几类特点；引起心

脉痹阻证的常见原因及其各

自的证候特点。

（3）肺与大肠病辨证

①肺与大肠病的病变范围、

病机特点、常见症状。

②肺气虚证、肺阴虚证、风

寒犯肺证、风热犯肺证、燥

邪犯肺证、肺热炽盛证、痰

热壅肺证、寒痰阻肺证、饮

停胸胁证、风水相搏证、大

肠湿热证、肠热腑实证、肠

燥津亏证、肠虚滑泻证、虫

积肠道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课堂讲授为主，

结合 PPT，提供

临床病案，以问

题、病案为中心，

采用病例式、情

境式、团队式教

学和学习方法，

组织学生进行病

证之间的鉴别比

较以及病例的分

析，在进行某些

教材内容和病例

分析时采用师生

角色互换的方

式。采用计算机

辨证程序软件，

于实验室在电脑

上进行模拟辨证

练习。结合安排

临床见习，加强

对四诊、辨证方

法综合运用能力

的培养。部分内

容学生自学。



165

③风寒犯肺证与风寒束表

证，风寒犯肺证与风热犯肺

证，燥邪犯肺证与肺阴虚证、

肺热炽盛证与痰热壅肺证的

鉴别。

（4）脾与胃病辨证

①脾与胃病的病变范围、病

机特点、常见症状。

②脾气虚证、脾虚气陷证、

脾阳虚证、脾不统血证、湿

热蕴脾证、寒湿困脾证、胃

气虚证、胃阳虚证、胃阴虚

证、寒滞胃脘证、胃热炽盛

证、食滞胃脘证的概念、临

床表现、证候分析、辨证要

点。

③脾气虚证与脾阳虚证，脾

阳虚证与寒湿困脾证，寒湿

困脾证与湿热蕴脾证的鉴

别。

（5）肝与胆病辨证

①肝与胆病的病变范围、病

机特点、常见症状。

②肝血虚证、肝阴虚证、肝

郁气滞证、肝火炽盛证、肝

阳上亢证、肝风内动证、寒

滞肝脉证、胆郁痰扰证的概

念、临床表现、证候分析、

辨证要点。

③肝血虚证与肝阴虚证，肝

火炽盛证与肝阳上亢证，肝

风内动四证的鉴别。

（6）肾与膀胱病辨证

①肾与膀胱病的病变范围、

病机特点、常见症状。

②肾阳虚证、肾虚水泛证、

肾阴虚证、肾精不足证、肾

气不固证、肾不纳气证、膀

胱湿热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③肾阳虚证与肾虚水泛证，

肾阴虚证与肾精不足证的鉴

别。

（7）脏腑兼病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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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脏腑兼证的概念、特点与

形成规律。

②心肾不交证、心肾阳虚证、

心肺气虚证、心脾两虚证、

心肝血虚证、脾肺气虚证、

肺肾阴虚证、肝火犯肺证、

肝胃不和证、肝郁脾虚证、

肝胆湿热证、肝肾阴虚证、

脾肾阳虚证的概念、临床表

现，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③心脾两虚证与心肝血虚

证、心肺气虚证与脾肺气虚

证、肝胃不和证与肝郁脾虚

证的鉴别。

2.六经辨证

（1）六经辨证的概念。

（2）太阳病证、太阳经证（太

阳中风证、太阳伤寒证）、

太阳腑证（太阳蓄水证、太

阳蓄血证），阳明病证、阳

明经证、阳明腑证，少阳病

证，太阴病证，少阴病证、

少阴寒化证、少阴热化证，

厥阴病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3）六经病证的传经、循经

传、越经传、表里传、直中、

合病、并病的概念。

3.卫气营血辨证

（1）卫气营血辨证的概念。

（2）卫分证、气分证、营分

证、血分证的概念、临床表

现、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3）卫气营血证的顺传、逆

传的概念。

4.三焦辨证

（1）三焦辨证的概念。

（2）上焦病证、中焦病证、

下焦病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证候分析、辨证要点。

（3）三焦病证的顺传、逆传

的概念。

5.经络辨证

（1）经络辨证的概念，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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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二经脉病证、奇经八

脉病证的临床表现。

教学要求

（一）脏腑辨证

熟悉各脏腑病证的病变范

围、病机特点、常见症状。

掌握各脏腑常见证的概念、

临床表现、辨证要点及相关

证的鉴别。了解其证候分析。

（二）六经辨证

熟悉六经辨证的概念，各六

经病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辨证要点。了解其证候分析。

了解六经病证的传经、循经

传、越经传、表里传、直中、

合病、并病的概念。

（三）卫气营血辨证

熟悉卫气营血辨证的概念，

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

血分证的概念、临床表现、

辨证要点。了解其证候分析。

了解卫气营血证的顺传、逆

传的概念

（四）三焦辨证

熟悉三焦辨证的概念，上焦

病证、中焦病证、下焦病证

的概念、临床表现、辨证要

点。了解其证候分析。了解

三焦病证的顺传、逆传的概

念。

（五）经络辨证

熟悉经络辨证的概念，十二

经脉病证和奇经八脉病证的

临床表现。了解经络辨证的

原理。

9 第八章 中医

诊断思维与应

用

教学内容

1.中医诊断基本思维方法，

包括比较法、类比法、分类

法、归纳法、演绎法、反证

法、模糊判断法等。

2.中医诊断的思维过程，包

括四诊信息的采集与分析，

辨证方法的综合应用，疾病

诊断思路与方法

课堂讲授为主，

结合 PPT，提供

临床病案，以问

题、病案为中心，

采用启发式、讨

论式等教学方

法，组织学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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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诊断思维的应用，包

括“五辨”：辨症、辨证、

辨病、辨人、辨机。

教学要求

熟悉中医诊断基本思维方

法，中医诊断的思维过程，

中医诊断思维的应用。

析讨论、归纳总

结。启发学生思

考，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10 第九章 中医医

案与病历书写

教学内容

1.中医医案的特点、内容。

2.病历的含义、意义。

3.中医病历书写的基本要

求。

4.中医病历书写的重点内

容。

5.中医病历书写的格式。

教学要求

了解中医医案的特点、内容，

中医病历书写的基本要求、

重点内容和格式。

课堂讲授为主，

结合 PPT，提供

临床医案，采用

病例式、情境式

等教学方法，组

织学生书写中医

病历。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1）课堂理论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组织学生展开

必要的讨论，以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2）应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注意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师素质、专业形象的培养。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考核方式：理论考试计分方式为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其

中卷面 90 分，实验 10 分），占总分的 50%（其中卷面 90%，实验 10%）；平时出勤及课堂

表现成绩共 30 分，占总成绩的 30%；单元测验共 20 分，占总成绩 20%。

4.3 教学条件

（1）师资条件教师均接受中医类专业全日制教育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并具备良好的人文

素养及专业素质。

（2）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4.4 教材选编：

李灿东，方朝义主编，《中医诊断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第 5 版。

4.5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数字化课程是将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教学环境有机结合的数字出版形式。中

医诊断学数字课程包括覆盖绪论、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四诊以及八纲辨证、病性辨证、

病位辨证等 8 个教学章节的教学视频、教学 PPT、习题练习、图片展示，重点名词解释、经

典内容链接和医案分析等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高效利用这些资源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设计。

教师可以上述教学资源和教学设计为基础，在数字课程的支持下，通过课程资源的补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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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成个性化教学安排，并通过课程公告、答疑、讨论等教学活动，以及成绩评定及教学

档案管理完成课程实施和过程性教学评价。本数字课程可供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诊断学及相

关课程定制使用，也可供教学参考。

执笔：许小伟

审定：孙长岗

审核：孙长岗

2024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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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中医学的专业主修课程，其内容分为组织学和胚胎学两部分，前者主

要研究机体的微细结构及其相关功能，后者研究受精卵发育为新生个体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本课程以细胞生物学为基础，也为后续病理学、生理学、诊断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的学习

奠定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知道：组织学、胚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理解：机体的微细结构及其相关功能，受精卵发育为新生个体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应用：辨识基本组织及器官的光镜结构、电镜结构，胚胎的形态结构和主要器官发

生的常见畸形。

 分析评价：以组织学及胚胎学理论，判断、分析、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创造：应用组织学、胚胎学理论进行相关研究和实践。

2.2 技能目标：

 掌握组织学与胚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促进基础与临床的相互渗透。

 提高自学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进行其他多种能力的培养，如综合分析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空间

想象能力。

2.3 素质目标：

 情感教育：关爱每个学生，重视情感教育，成长学生心灵，增强社会责任感。

 思想教育：热爱祖国，立志献身医学事业；加强“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教

育，培养良好的医德；加强唯物主义教育，培养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课时

1 第 1-7 章四

大 基 本 组

织

教学内容：

1.上皮组织

2.结缔组织

3.肌组织

4.神经组织

教学要求：

1.识记：知道四大基本组织的

将内容科学划分为

相互关联的模块，

在同一模块内先通

过多媒体课件及板

书讲解，后巩固练

习。巩固练习可采

取多种方式：

理论 14

学时，实

践 10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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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2.理解：四大基本组织的结

构、功能及其关系。

3.应用：辨识四大基本组织的

光镜结构、电镜结构。

4.分析评价：以四大基本组织

的结构判断、分析、评价机体

生理和病理状态。

5.创造：应用四大基本组织理

论进行相关研究和实践。

1.案例练习。

2.习题练习。

3.提出问题后，由

学习小组团队解

答。

4.教师总结等。

2 第 8-19 章

器官系统

教学内容：

1.神经系统

2.眼和耳

3.循环系统

4.皮肤

5.免疫系统

6.内分泌系统

7.消化系统

8.呼吸系统

9.泌尿系统

10.男性生殖系统

11.女性生殖系统

教学要求：

1.识记：知道器官系统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

2.理解：器官系统的微细结

构、功能及其关系。

3.应用：辨识器官的光镜结

构、电镜结构。

4.分析评价：以器官系统的微

细结构判断、分析、评价机体

生理和病理状态。

5.创造：应用器官系统的微细

结构和功能进行相关研究和

实践。

1.启发式教学：运

用教学案例，引出

问答题。通过光、

电镜图片及模式图

等讲解本课程内

容，并解决前述案

例提出的问题。

2.探究式教学：可

采取多种方式：

（1）案例练习。

（2）习题练习。

（3）提出问题后，

由学习小组团队解

答。

（4）教师总结等。

理论 18

学时，实

践 18 学

时

3 第 20-21 章

胚 胎 学 绪

论、胚胎发

教学内容：

1.从受精到三胚层的形成及

分化

将内容科学划分为

相互关联的模块，

在同一模块内先通

理论 5 学

时，实践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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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总论 2.胎膜和胎盘

3.双胎、多胎和联胎

4.先天性畸形

教学要求：

1.识记：胚胎学的基本概念和

理论。

2.理解：基本理解胚胎学的定

义、研究内容、意义，胎期的

发育和胚胎龄的计算，双胎、

多胎和连体双胎，受精过程。

重点理解人胚发育的分期，精

子获能及受精的时间、地点、

条件及意义，胚泡的结构、胚

泡的植入及植入后子宫内膜

的变化，二胚层胚盘及其附属

结构的形成，三胚层胚盘及其

附属结构的形成，三胚层的分

化，胎膜及胎盘的结构与功

能。

3.应用：辨识受精卵、桑椹胚、

胚泡的结构，胚泡植入后子宫

内膜的变化，二胚层胚盘及其

附属结构，三胚层胚盘及其附

属结构，三胚层的分化，胎膜

及胎盘的结构。

4.分析评价：以胚胎学理论判

断、分析、评价机体的生理和

病理状态。

5.创造：应用胚胎学理论实施

相关研究与实践。

过多媒体课件及模

型讲解，后巩固练

习。巩固练习可采

取多种方式：

1.案例练习。

2.习题练习。

3.模型讲解：由学

习小组团队讲解。

4.教师总结等。

4 第 25 章心

血 管 系 统

的发生

教学内容：心血管系统的发生

教学要求：

1.识记：循环系统发生的基本

概念。

2.理解：基本理解原始心血管

系统的建立。重点理解原始心

脏的形成，心脏外形的建立，

心脏内部的分隔，心血管系统

1.启发式教学：运

用教学案例，引出

问答题。通过模式

图、模型和标本等

等讲解本课程内

容，并解决前述案

例提出的问题。

2.探究式教学：可

理论 3 学

时，实践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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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知识可视化教学：运用图片、FLASH、模型和标本等讲解内容，突出重点，使抽象

内容形象直观、生动，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启发式教学：通过设问、提问、练习等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及时讲解、总结与复习。

 探究式教学：通过对教学案例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促进基础与临床的相互渗透，强化创新意识。

 育智育德并进：强化德医双修，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

4.2 评价方法：

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形式，其中平时考核占 20%，节段考核占 30%，期末考核占 50%。

4.3 教材选编：

 李继承曾园山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版

 唐军民刘荣志齐云飞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9 年，

第 5 版

 AnthonyL.Mescher ， 《 Junqueira'sBasicHistology:TextandAtlas 》 ，

McGraw-HillEducation，2018，15th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潍坊医学院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以中国大型慕课平台“智慧树”为依托，建立了以

临床案例引导的微课式组织学与胚胎学线上课程，为自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理论内容提供资源；

开发研制的有声 PPT 系列课件为自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内容提供保障；探索课程思政的有

效策略及评价体系，以进一步评价、反馈、改进课程思政的有效性，提升课程思政质量。

执笔：周生伟

审核：李如江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6 日

常见畸形，胎儿血液循环和出

生后的变化。

3.应用：辨识原始心脏的形

成，心脏外形的建立，心脏内

部的分隔，心血管系统常见畸

形，胎儿血液循环和出生后的

变化。

4.分析评价：以循环系统的发

生理论判断、分析、评价机体

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5.创造：应用循环系统发生的

理论实施相关研究与实践。

采取多种方式：

（1）案例练习。

（2）习题练习。

（3）提出问题后，

由学习小组团队解

答。

（4）教师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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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内经选读》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4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和思维方法，不仅对中医学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

仍有学术研究和临床指导的重要价值，是学习中医学的必读之书。本课程是高等中医药教育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针灸推拿等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提高课程，

是学习和研究中医药其它各门课程的基础。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上篇为概论部分，主要介

绍《黄帝内经》的成书、书名含义、版本流传、后世的研究以及《内经》的理论体系、思维

方式等内容；下篇是原文选读，主要是辑录《内经》原文中基本的、重要的、经典的医学理

论，并以分类的方式编排，按照内容分为天地合气、阴阳应象、葆真全形、五脏之象、血气

精神、经脉顺逆、百病始生、病之形态、色脉合参、治病求本十章。教学内容体现《内经》

理论的哲学背景、理论内核与临床应用等基础知识为主。后续课程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温

病学以及临床各科。

2.课程目标：

《内经选读》是中医学的理论提高课、是理论和临床之间的桥梁课。通过对《黄帝内经》原

著的学习，使学生充分了解中医学形成的渊源，准确把握中医学的基本概念，系统掌握中医

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初步建立中医学传统的思维方法，深入理解《黄帝内经》的学术

思想和深厚的学术内涵；培养学生熟悉《内经》的研究方法，提高研读古典医籍的能力和学

习中医经典课程的兴趣与热情，为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今后开展中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打

下扎实的基础。

2.1 知识目标：

 知道《黄帝内经》的成书以及流传版本、《内经》的研究概况以及其理论体系的形

成与基本内容。

 领会《内经》中所体现的哲学基础与其主要思维方式

 掌握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

 应用精气阴阳五行为哲学基础，以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体质为生理基础，

知常达变。

 分析各病因病机的分类与特点。

 综合运用养生与防治原则。

2.2 技能目标（黑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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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理解中医学术渊源，培养中医思维模式。

 掌握与识记人体生理系统以及“天人一体观”下的生理活动。

 掌握中医学对疾病基本规律及养生与防治原则的认知，以指导临床。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仿宋

五号）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上篇

《内经》概论

绪论

识记：《黄帝内经》的成书以

及流传版本。

理解：《内经》的研究概况以

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基本

内容。

运用：能够掌握《内经》理论

体系的主要特点，并了解其在

中医学中的应用。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名医名著，

引入中医小故事

引起学生对中医

的兴趣，并建立

学生的文化自信

感。

理论 4学时

2 下篇原文导读

第一章

天地合气

识记：气构成宇宙以及万物的

共同本原，掌握气运动的形

式。

第一节气本原论

识记：1.精气的概念，精气在

宇宙形成、万物化生中的作用

以及对人生命活动的影响

（101～106）。

2.天地供养五气五味以

维持生命活动，《内经》天人

相通应的理论（107）。

3.《内经》“取象比类”

的思维方式对形成“四时五脏

阴阳”整体观的重要性；“天

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

自然观及其与认识人体的关

系（108～109）

掌握与运用：1.了解精气的概

念，理解精气在宇宙形成、万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演

示、理论讲授、

启发讨论等教学

方法，引发学生

思考。

3.给学生指定课

外书与相关文献

课下查阅。

理论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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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生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生

命活动的影响。

2.熟悉天地五气五味供养

人体对维持生命活动的意义，

深入理解《内经》天人相应的

道理。

第二节升降出入

识记：1.天地气交化生万物，

天地之气的升降循环是宇宙

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形成气化

的根本前提（112）

3.精气升降出入的运动

规律（110～111）

掌握与运用：1.熟悉天地气交

化生万物的哲学思想，理解天

地之气的升降循环是宇宙的

最基本特征以及形成气化的

前提。

2.掌握精气升降出入的

运动规律。

3.熟悉《内经》“取象比

类”的思维方式对形成“天人

合一”整体观的重要性；了解

“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

的自然观及其与人体的关系

3 第二章

阴阳应象

识记：人体阴阳与自然界阴阳

相互通应之象。

理解：研究和掌握阴阳五行学

说，正确理解中医理论的概念

内涵、基本原理。

运用：运用中医思维方法认识

疾病、治疗疾病。

第一节阴阳之道

识记：1.阴阳的概念及其特性

的特点。（201、217～220）

2.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以及

阴阳的运动趋势对后世治疗

学的影响。（201～202、205）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演

示、理论讲授、

举例说明、启发

讨论等教学方

法，帮助学生思

考与理解。

3.给学生指定课

外书与相关文献

课下查阅。

理论 9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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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阴精阳气之间的关系、阴平

阳秘的健康观等内容，阴阳理

论在《内经》医学理论中的应

用。（203～204、206～216）

要求：

1.掌握阴阳的概念及其无限

可分性的特点与实质。

2.掌握阴阳之间互根互用、互

制互化、交感、胜复等阴阳学

说的基本内容以及阴阳的运

动趋势对后世治疗学的影响。

3.熟悉形体脏腑阴阳、气味水

火阴阳的划分，掌握阴精阳气

之间的关系、阴平阳秘的健康

观等内容，深入理解阴阳理论

在《内经》医学理论中的体现，

并掌握其应用方法。

第二节四时五行

1.天地人的五行分类及其相

互关系，“四时五脏阴阳”的

理论结构与医学意义（221～

223）。

2.五行属性，五行关系的基本

内涵（224～226）。

3.五郁为病的内容（227）。

要求：

1.熟悉天地人的五行分类及

其相互关系，深入理解“四时

五脏阴阳”的理论结构与医学

意义（221～223）

2.了解五行性质，深入理解五

行学说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的

内涵（224～226）

3.掌握五郁为病的内容及治

疗方法（227）

4 第三章葆真全

形

识记：《内经》的养生原则与

方法，认识人体生命的形成以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演

理论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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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阶

段规律。

第一节顺时葆真

识记：1.外以避免邪气的侵

袭，内以调摄情志养生理法

（301～302）

2.人体生长壮老的过程及肾

气自然盛衰为主导生命活动

的生命观（303）

3.顺时养生的基本原则与方

法（304～305）

理解与运用：1.掌握外以避免

邪气的侵袭，内以调摄情志、

饮食、起居、劳逸等保持健康

生活方式的各种养生理法。

2.理解人体生长壮老的过程

及生殖功能盛衰过程，掌握肾

气自然盛衰为主导、五脏之气

共同参与生命观。

3.了解顺时养生的基本原则，

了解顺应四时昼夜阴阳消长

变化养生的道理和方法，掌握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含

义以及“治未病”养生思想。

第二节天年寿夭

识记：1.“以母为基，以父为

楯”的胚胎形成原理及医学意

义（307）

2.熟悉人体生命过程中脏腑

盛衰的次第，先天禀赋强弱和

后天调养对于寿夭的作用及

其相互关系（308～310）

理解并应用：1.掌握先天父母

精气对胚胎发育成人的重要

性及医学意义。

2.熟悉人体生命过程中脏腑

盛衰的次第，了解寿夭的观察

方法及影响寿命长短的各种

示、理论讲授、

举例说明、启发

讨论等教学方

法，帮助学生思

考与理解。

3.给学生指定课

外书与相关文献

课下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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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理解先天禀赋强弱和后

天调养对于寿夭的作用及其

相互关系。

4 第四章五脏之

象

识记：知道藏象学说的基本内

容、十二脏腑的功能活动及其

外在征象。

第一节十二脏相使

识记：1.心为主导、脏腑之间

分工合作的脏腑功能的基本

内容（401）

2.藏象学说的基本内容(402)

3.脏腑阴阳藏泻的含义及各

自的功能特点(403)

4.掌握脾胃功能及病理上的

区别与联系，脾不主时理论

（404～405）

5.五脏之气的气机输布规律，

五味宜忌（406～407）

理解与运用：1.掌握心为主

导、脏腑之间分工合作的脏腑

功能的基本内容。

2.掌握藏象的概念，以及五脏

为核心，外络形体官窍、与四

时通应的论述藏象学说的基

本内容。

3.掌握脏腑阴阳藏泻的含义，

五脏“藏而不泻”、六腑“泻

而不藏”的功能特点以及“魄

门亦为五脏使”的整体观。

4.掌握脾胃理论中两者“生病

而异”的原理，掌握“阳道实，

阴道虚”及“脾不主时”的含

义以及临床意义。

5.掌握五脏之气的气机输布

规律，了解五味宜忌，以及五

脏的生理病理规律。

第二节五脏生成

识记：2.五脏开窍的理论

1.提前预习

2.藏象学说重在

使学生掌握脏腑

的生理功能与生

理联系，运用多

媒体演示与理论

讲授并重的方

式，使学生对脏

腑有抽象认识的

同时又有直观的

感受；

3.给学生指定课

外书籍与相关文

献，课下查阅并

进行思考，有问

题届时集中回

答。

理论 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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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412）。

理解并运用：了解目与五脏的

关系及视觉形成的原理，理解

五脏开窍的理论。

5 第五章

血气精神

识记：1.掌握六气的概念及其

耗脱所致病证的机制。

2.掌握营卫二气的生成及其

运行会合规律，血与气、血与

汗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3.掌握神的相关概念以及五

脏与五神的关系，了解营卫与

睡眠、营卫与三焦的关系。

第一节决气

识记：1.六气的名义（501～

503）

2.水谷在体内生化气血津液

的过程（504）

3.营气、卫气的概念、生成、

功能、运行规律及其理论、临

床意义，三焦之气的生理特点

（505～508）

理解与运用：

1.掌握精、气、津、液、血、

脉六气的名义及其以“五谷与

胃为大海”的理论和临床意

义。

2.掌握水谷在体内生化气血

津液的过程。

3.掌握营气、卫气的概念、生

成、功能、运行规律及其理论

意义和临床应用。了解三焦之

气的生理特点及“夺血者无

汗、夺汗者无血”的治疗禁忌。

第二节本神

1.神的概念、分类及与五脏的

关系，熟悉人之精神意志对人

体生理、心理的作用（509）

2.情志过极致病的规律，五脏

1.课前预习

2.以课堂教学为

主，多媒体演示

与理论讲授并

重。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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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证的临床表现（510～

511）

3.血气精神对人体的不同作

用。（512）

6 第六章经脉逆

顺

识记：经络的基本概念并能说

出经络系统的组成和基本生

理功能。（601～602）

理解与运用：了解经络学说的

临床应用。掌握经络学说阐释

疾病病机变化以及指导疾病

诊断与治疗方面的应用与价

值。

1.课前预习

2.经络内容相对

抽象，多媒体图

片动画演示与身

体真人模拟，可

是学生更直观有

趣。

3.指定课外读物

与文献，帮助学

生理解与思考。

理论 1学时

7 第七章百病始

生

识记：

第一节病发之由

识记：1.疾病的概念、病证命

名原则及其分类（701～702）

2.正气在发病学中的意义，体

质与发病的关系及“生病起于

过用”的病因观（703～705）

3.“因加而发”的发病机理，

天时“三虚”对发病的影响

（707～709）

理解与应用：

1.了解疾病的概念、病证命名

原则及其分类。

2.掌握正气在发病学中的意

义，“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

著而为病”的含义及体质与发

病的关系，掌握“生病起于过

用”的病因观。

3.掌握疾病“因加而发”的机

理，了解天时“三虚”对发病

的影响。

第二节审察病机

识记：1.经脉气血输布失调所

致虚实的原理（710）

1.课前预习

2.多媒体教学

3.提供课外读

物，以拓展学生

相关视野与认

知。

理论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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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因阴阳分类法，阴阳虚实

所致内外寒热的病机及其意

义（711～712）

3.六气太过致病规律及其主

要症候（713）

4.病机十九条的内容（714）

5.九气为病的内容，清浊相干

气乱于不同部位的病理、症

候，胃、肺、肾气逆的病理及

症候（713、718～719）

6.上中下三部之气不足的病

理与症候（714）

7.邪气伤人致病的规律，消

瘅、仆击等病证的致病原因

（716～717）

理解与掌握：1.掌握经脉气血

输布失调所致虚实的原理。

2.掌握病因阴阳分类法，掌握

阴阳虚实所致内外寒热的病

机及其意义，并对比其古今不

同含义。

3.深入理解并掌握风热燥寒

湿气太过致病规律及其主要

症候。

4.掌握病机十九条的症候特

点与发生机制。

5.掌握九气为病的内容，深入

理解“百病生于气”的原理及

其意义；了解清浊相干气乱于

不同部位的病理、症候，胃、

肺、肾气逆的病理及症候。

6.熟悉上中下三部之气不足

的病理与症候。

7.了解邪气伤人致病的规律，

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

满发逆等病证的致病原因。

第三节预后传变

识记：1.五虚、五实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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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象（720）

2.阴胜病、阳胜病随季节出现

轻重变化的原理及意义，疾病

随昼夜四时轻重变化的规律

（721～722）

3.疾病的传变形式及其临床

意义，情志过极传变的规律

（723～724）

理解并掌握：1.掌握五虚证脾

胃功能复原、五实证邪有出路

判断疾病预后的原则。

2.熟悉阴胜病、阳胜病随季节

出现轻重变化的原理及意义，

以及外感、内伤病因昼夜四时

轻重变化的规律。

3.了解疾病表里传变、经络传

变、五脏传变和脏腑传变等多

传变形式及其临床意义。

4.了解影响传变的基本因素，

理解情志过极传变的规律。

8 第八章病之形

态

第一节热病

识记：1.热病的概念、发病机

理及预后（801）

2.热病的六经分证法、治疗原

则、饮食禁忌及自愈规律

（802～803）

3.两感病的主症、传变规律及

预后（804）

4.阴阳交的概念、病机、辨证

与预后（805）

理解并运用：1.熟悉热病的概

念、发病机理及预后规律。

2.掌握热病的六经分证法、治

疗原则和饮食禁忌，了解热病

的自愈规律及机理。

3.掌握两感病的主症、传变规

律及预后。

4.掌握阴阳交的概念、病机、

1.课前预习

2.充分利用多媒

体教学与理论讲

授相结合。

3.引入临床实际

案例进行课堂讲

授，使学生更直

观的掌握各种疾

病的相关内容，

以便于学生临床

应用。

理论 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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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与预后。

第二节咳

识记：咳病的发病特点，五脏

咳、六腑咳的传变、症候特点

及治疗原则（807～809）

理解并运用：掌握咳病的成

因、“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

及“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的机

理，了解五脏咳、六腑咳的传

变、症候特点及治疗原则。

第三节痛

识记：寒邪致痛的机理，临床

常见的十四种疼痛的辨证要

点与诊断方法（810～812）

理解并运用：掌握因寒致痛的

机理，了解十四种疼痛的辨证

要点、发生机理和诊断方法。

第四节痹

识记：痹病的病因、分类方法、

传变规律，五脏痹、六腑痹的

病症特点，痹症发病与营卫之

气失调的关系，痹病的预后与

治则（813～818）

理解并运用：掌握痹病的病

因、分类方法，痹病的传变规

律，熟悉五脏痹、六腑痹的病

症特点；掌握痹症发病与营卫

之气失调、脏腑之气虚损的关

系，了解痹病的预后与治则。

第五节痿

识记：痿的概念及其与五脏的

关系，痿证的发病机理及致病

因素，痿的鉴别要点和基本治

则（819～821）

理解并运用：熟悉痿的概念及

其与五脏的关系，理解痿证的

发病机理及致病因素，掌握痿

的鉴别要点和基本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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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水肿

识记：1.水病的症候、诊断方

法、发病机理及治疗原则、方

法（822～823）

2.水胀、肤胀、鼓胀的主症及

鉴别要点，肠覃、石瘕的病因

病机、症状特点、鉴别要点及

治疗方法（824～825）

理解并运用：1.掌握水病的症

候与诊断方法，掌握其发病机

理及治疗原则、方法。

2.了解水胀、肤胀、鼓胀的主

症及鉴别要点，了解肠覃、石

瘕的病因病机、症状特点、鉴

别要点及治疗方法。

第七节瘅

识记：脾瘅和胆瘅的病因病

机、主症及治疗（826）

理解并运用：熟悉脾瘅和胆瘅

的病因病机、主症及治疗。

9 第九章色脉参

悟

第一节司外揣内之道

识记：1.“诊法常以平旦”、

四诊合参的诊法原则及其临

床意义（901）

第二节望闻问切之法

能够掌握并说明归纳基本病

机的含义与内容。

二、基本病机

1.邪正盛衰

识记并理解：能够掌握邪正盛

衰的含义；

能够掌握虚实病机的内容及

其证候表现

了解：能够了解虚实病机的变

化与疾病转归，如虚实兼杂、

虚实转化及许是真假等情况

运用：能够运用正邪虚实的基

本含义以及证候表现进行辨

1.课前预习

2.充分利用多媒

体教学与案例教

学进行讲授，加

强理论联系实践

环节，缩短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距

离，激发学生对

中医理论学习的

积极性以及对中

医临床的探索

欲，使学生明白

中医理论学习的

重要性以及中医

基础夯实的必要

性，从而建立学

习自主性与内化

性。

理论 5学时



186

证与鉴别辨证。

2.阴阳失调

识记并理解：能够掌握阴阳失

调的含义；

能够掌握阴阳偏盛偏衰、阴阳

互损、阴阳格拒、阴阳转化与

阴阳亡失的概念、内容及其证

候表现

运用：能够运用阴阳失调的基

本含义以及证候表现进行辨

证与鉴别辨证。

3.精气血的失常

识记并理解：能够精气血失常

的含义；

能够掌握精、气、血、失常的

内容及其证候表现

能够掌握精气血关系失调的

基本病理变化。

运用：能够运用精气血失常的

基本含义以及证候表现进行

辨证与鉴别辨证。

4.津液失常

识记并理解：能够掌握津液失

常的含义；

能够掌握津液失常的内容及

其证候表现

运用：能够运用津液失常的基

本含义以及证候表现进行辨

证与鉴别辨证。

三、内生五邪

识记并理解：能够正确理解与

掌握内生“五邪”的概念；

能够准确掌握风气内动、寒从

中生、湿浊内生、津伤化燥、

火热内生等各种病理机制及

主要病理表现。

运用：能够运用内生“五邪”

的病理机制以及病理表现进

3.中医理论是临

床的基础，是历

代医家不断探索

总结及至成熟完

善的宗法所在。

继承传统是得以

守正创新的前

提，中华文明下

的中医学，是我

们生命科学的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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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辨证与鉴别辨证。

四、疾病传变

识记并理解：

能够掌握疾病传变的形式内

容

了解：影响疾病传变的因素。

运用：能够运用疾病传变的形

式与影响因素进行辨证与鉴

别辨证。

10 第十章

治病求本

识记：《黄帝内经》的治疗总

则。

理解：法天则地、因势利导、

治未病等治疗思想，调和阴

阳、补虚泻实、三因制宜、标

本缓急、正治反治等治疗原则

等。

第一节法天则地

识记并理解：1.法天则地的治

疗法则（1001～1002）、治未

病思想（1003）

2.五方治宜的原则和方法

（1004～1007）

第二节以人为本

1.因人制宜治疗思想及其在

治疗中的意义（1009～1011）

2.“神不使”的重要内容与临

床意义。（1011）

3.掌握精神心理疗法的应用，

了解移精变气、开导劝慰、以

情胜情等疗法的名义及方法。

（1012～1015）

第三节因势利导

掌握因势利导法则运用的原

理、内涵与意义。（1016～

1017）

第四节以平为期

识记：1.调节阴阳、正反逆从

治则的原理及其所辖治法。

1.课前预习

2.充分利用多媒

体教学与理论讲

授相结合。

3.引入临床实际

案例进行课堂讲

授，使学生更直

观的掌握各种防

治原则，以便于

学生临床应用。

4.防治原则具有

独特的中医色

彩，治则治法体

现了中医独特的

天人观。此章内

容的学习有利于

学生讲前九章内

容落到临床实

处，更能体会中

医理论体系的博

大与精彩。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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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五味所禁，理解六气淫

盛的组方制度。

3.熟悉“病有标本，刺有逆从”

的治疗思想，掌握“间者并行，

甚者独行”标本治则和“先病

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小大

不利治其标”的治法。（1022～

1023）

4.掌握五脏苦欲的用药规律。

（1024～1025）

5.理解饮食疗法的原理，了解

五脏病的饮食宜忌之法

（1026～1027）

了解：了解治未病的预防医学

思想和方法。

运用：能够准确理解养生与防

治之间密切的关系，能够正确

理解在养生与防治的理论与

方法下，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

实践。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传统文化导入与案例教学

形式，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

全面牢固地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

4.2.专题讨论：

选取教学内容中争议较多、临床意义较大的原文，以问题的形式布置给学生，留出一定

的思考或查阅资料的时间，在某一章节结束时，用一定的时间展开讨论，总结出不同观点，

最终由教师点评，指出其理论意义及临床应用价值，引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

4.3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理论考试计分方式为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占总分的

50%；出勤及课堂表现成绩共 10 分，占总成绩的 10%；单元测验共 25 分，占总成绩 25%；实

验实践课程共 15 分，占总成绩 15%。

4.4 教材选编与参考教材：

贺娟，王小平主编，张登本主审，《内经讲义》，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 年第二版。

参考教材：

王庆其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暨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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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教材《内经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4

迟华基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内经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

4.5 资源开发与利用：

充分发挥文字、音像、多媒体等形式的综合运用，注重新技术、新知识的导入，充分考

虑教材对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执笔：郑涵

审核：孙长岗

审定：郑涵

2023 年 0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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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生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3.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机体及其各组成部分所表

现出的各种正常的功能活动规律及其产生机制，机体内外环境变化对这些功能的影响，以及

机体为适应环境变化和维持整体生命活动所做出的相应调节。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临床

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工作要求。生理学以细胞生物学、

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各课程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和临

床各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生理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生理学的发展现状，掌握机体及各组成部分正

常生命现象、活动规律及调节机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优良的道德素质，

为学习后续的基础医学和中医学课程奠定基础。

2.1 知识目标：

 知道：机体与环境的统一关系。

 领会：生理学基本概念，机体及其各组成部分的生理功能。

 应用：机体及其各组成部分所表现的各种正常的生命现象、活动规律及产生机制。

 分析：机体内、外环境变化对机体及各组成部分功能活动的影响和机体所进行的相

应调节及机制，并揭示各种生理功能在整体生命活动中的意义。

 综合：将生理学知识与临床相关疾病相结合。

 评价：利用生理学知识解释相关临床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原则。

2.2 技能目标：

 运用生理学知识解释正常的生命现象。

 分析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机体功能可能出现的变化及相应机制。

 为后续基础医学和中医学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

绪论

1.生理学的研究任务和

方法

2.机体的内环境和稳态

3.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阐述生理学与医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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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内的自动控制系统

知道：人体生理学的研究

任务、方法及研究水平；

体液的构成及其特征。

领会：机体生理功能调节

方式和自动控制系统原

理。

应用：能够运用生理功能

自动控制原理，说明负反

馈、正反馈的概念及生理

意义。

分析：生理功能调节方式

的特点；反馈(正反馈和

负反馈)控制系统及前馈

控制系统的特点和作用。

综合：机体的内环境稳态

产生的机制及意义。

学的关系；生理

学研究的意义和

功能的调节；

3.与临床案例相

结合，加强与学

生互动；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2 第二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

1.细胞膜的物质转运功

能

2.细胞的跨膜信号转导

3.细胞的兴奋性和生物

电现象

4.骨骼肌的收缩功能

知道：细胞跨膜信号转导

的方式的基本结构，肌肉

收缩的力学分析。

领会：物质转运的方式及

特点；静息电位和动作电

位的形成过程及机制；兴

奋的传导、评价指标及兴

奋的周期性变化；动作电

位和局部电位的特征及

产生机制。

应用：能够运用神经-肌

肉接头的兴奋传递过程

和兴奋-收缩耦联的过程

解释临床相关疾病的产

生原因。

分析：相关因素对细胞生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生物电检测

在临床疾病诊断

中的作用和意义

课堂讲解；

3.增加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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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电现象、兴奋的传导及

兴奋性的影响及机制；横

纹肌收缩过程、原理及影

响收缩效能的因素。

综合：基础知识与临床相

关案例相结合。

3 第三章

血液

1.血液的组成、血量与理

化特性

2.血细胞的数量、生理特

性和功能

3.血液凝固、抗凝和纤溶

4.血型

知道：血液的组成及其主

要理化特性。

领会：各类血细胞的数量

和功能；生理性止血及血

液凝固的过程；纤维蛋白

的溶解；血型的概念和输

血原则。

应用：红细胞生成所需物

质及红细胞生成的调节；

ABO 和 Rh 血型系统、临

床交叉配血试验过程和

输血原则。

分析：各种因素对血液凝

固的影响。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血液

系统临床案例相结合。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血液

系统病例引入课

堂；

3.增加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4 学时

4 第四章

血液循环

1.心脏的泵血功能

2.心肌的电生理学和生

理特性

3.血管生理

4.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5.器官循环

知道：循环系统的组成；

心音及心功能的评价指

标；血管的分类和功能特

点、血流动力学；微循环；

器官循环的特点和调节。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血液

循环系统病例引

入课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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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心脏的泵血过程和

机理；心输出量相关概

念；心力储备；心脏生物

电活动及其形成机制、心

肌细胞生理特性及其影

响因素。

应用：运用血液循环正常

的生理指标和相关知识，

解释和评价机体血液循

环系统的功能。解释临床

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

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机制及相应治疗药

物的作用机理。

分析：心输出量的影响因

素；动脉血压的形成机制

及其影响因素；中心静脉

压及影响静脉回流的因

素；组织液生成的影响因

素。运用心血管活动的调

节解释日常生活或临床

中常见的现象。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临床

心血管疾病案例相结合，

并拓展相应的治疗药物

和措施。

5 第五章

呼吸

1.肺通气

2.肺换气和组织换气的

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3.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4.呼吸运动的调节：化学

因素对呼吸的调节

知道：呼吸系统的结构；

呼吸节律的维持。

领会：呼吸的意义，呼吸

全过程的三个环节；肺通

气的动力和阻力；肺内压

与胸膜腔内压；肺通气功

能的评价；气体在血液中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呼吸

系统病例引入课

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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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运输的形式及特征。

应用：运用呼吸正常的生

理指标和相关知识，解释

和评价机体呼吸系统的

功能，解释临床呼吸困难

发生的病因和机制。

分析：肺换气的原理及影

响因素；氧解离曲线的影

响因素；呼吸的反射性调

节。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临床

呼吸系统相关疾病相结

合。

6 第六章

消化和吸收

1.胃肠系统的基本原理

2.口腔内消化

3.胃内消化

4.小肠内消化

5.大肠内消化、排便反射

6.吸收

知道：唾液的性质、成分

及作用；大肠的功能。

领会：食物在消化道内消

化和吸收的基本过程；神

经和激素对消化腺分泌

和消化道运动的调节作

用；排便反射；主要营养

物质的吸收。

应用：运用消化和吸收正

常生理知识，解释由于胃

或小肠消化、吸收功能障

碍导致的临床疾病；运用

正常生理状态下胃液和

胰液不会自身消化的机

制来解释溃疡和胰腺炎

发病机制。

分析：胃液、胰液及胆汁

的主要成分及生理作用；

胃内及小肠内的运动形

式在消化吸收中的作用。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临床

消化系统疾病案例相结

合，并拓展相应的预防及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消化

系统病例引入课

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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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措施。

7 第七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

1.能量代谢

2.体温

知道：机体能量的来源和

转化能量代谢测定的方

法；体表温度和体核温

度。

领会：机体的产热与散热

过程。

应用：能将基础代谢率的

测定指标用于一些内分

泌疾病的诊断；运动体温

调定点学说分析发热过

程。

分析：基础代谢率测定条

件；影响能量代谢的因

素；维持体温相对稳定的

机制。

综合：基础知识与相关临

床案例相结合。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能量

代谢相关病例引

入课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2 学时

8 第八章

尿的生成和排出

1.肾的功能解剖和肾血

流量

2.肾小球的滤过功能

3.肾小管与集合管的转

运功能

4.尿液浓缩与稀释

5.尿生成的调节

6.清除率

7.尿的排放

知道：肾脏在机体排泄中

的地位，在维持内环境相

对稳定中的意义；泌尿系

统的组成；肾脏的神经支

配、膀胱和尿道的神经支

配；清除率的概念及计

算。

领会：肾单位的分类及功

能；球旁器的构成及功

能；肾小球滤过率、滤过

分数的概念；各种物质重

吸收与分泌的机制及意

义；排尿反射；尿液浓缩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泌尿

系统病例引入课

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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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稀释的过程。

应用：运用肾脏在水平衡

调节中的作用机制，帮助

学习利尿药的原理。

分析：尿生成的过程及其

影响因素及其进行的神

经体液调节；应用理论知

识分析临床上患者出现

蛋白尿血尿的原因；尿生

成对机体水平衡、酸碱平

衡及电解质平衡的调节；

利用理论原理分析机体

出现某种变化时尿液理

化变化及其主要机制。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临床

泌尿系统案例相结合。

评价：循环系统与泌尿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及对机体的整体调控作

用。

9 第九章

感觉器官的功能

1.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

性

2.躯体和内脏感觉

3.视觉

4.听觉

5.平衡感觉

知道：感受器结构及分

类；前庭器官的适宜刺激

和平衡感觉功能；前庭反

应。

领会：感受器的一般特

性；体表痛、内脏痛和牵

涉痛的特点；感光换能的

机制；视觉有关的生理现

象；色觉；外耳、中耳、

内耳的功能；声波入耳的

途径；耳蜗的生物电现

象。

应用：根据眼的调节机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感觉器官

相关病例引入课

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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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析临床上常见的折

光异常及其矫正；运用听

觉产生机制，分析听觉传

导途径或感音系统功能

障碍可能出现的耳聋及

听觉障碍。

分析：眼的感光换能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特征。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临床

视觉、听觉相关案例相结

合。

10 第十章

神经系统功能

1.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

结构及功能

2.突触传递

3.反射活动的基本规律

4.中枢对躯体感觉的分

析

5.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

的调控

6.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

的调节

7.脑电活动

8.脑的高级活动

知道：胶质细胞的功能；

本能行为及情绪；脑电活

动；脑的高级功能。

领会：神经元的结构及功

能；电突触与非定向突触

传递的过程、特点及机

制；中枢神经元的联系方

式；中枢抑制与中枢易

化；躯体感觉丘脑前的传

入通路及其特点；丘脑的

核团；自主神经系统的功

能和特征；脑电图的基本

波形及出现条件；睡眠的

两个状态及意义。

应用：重要的神经递质及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神经

系统病例引入课

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10 学时



198

其受体的分布、生理作用

及其阻断剂；经典突触传

递的过程及突触后电位；

中枢兴奋传播的特征；特

异和非特异投射系统的

特点及功能；中枢神经系

统对躯体运动、感觉功能

和对内脏活动的调节功

能。

分析：根据躯体感觉传导

通路特点分析异常情况

引起的感觉障碍；运用神

经系统的相关知识，分析

神经系统不同部位受损

后的机体运动功能变化

及其机制。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神经

系统功能异常引起的疾

病相结合。

评价：神经系统对机体的

调控作用。

11 第十一章

内分泌

1.内分泌与激素

2.下丘脑的内分泌功能

3.垂体的内分泌功能

4.甲状腺激素

5.与钙、磷代谢调节有关

的激素

6.肾上腺的内分泌

7.胰岛素

知道：内分泌系统的构

成；内分泌的概念，激素

传递信息的方式；激素的

化学性质及作用机制；甲

状腺激素的合成与代谢。

领会：激素的概念、一般

特征和分泌调节；下丘脑

-垂体的功能联系；下丘

脑-腺垂体内分泌系统；

催乳素、血管升压素和缩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内分

泌系统病例引入

课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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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素的生理作用；甲状旁

腺激素、维生素 D和降钙

素的生理作用；肾上腺髓

质激素的生理作用。

应用：解释激素缺乏或增

多导致的主要临床表现

及机制。

分析：几种主要激素（生

长激素、甲状腺激素、糖

皮质激素、胰岛素）的生

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内分

泌系统疾病案例相结合。

评价：运用激素的生理指

标和相关知识解释和评

价机体内分泌系统的功

能，并分析其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

12 第十二章

生殖

1.男性生殖

2.女性生殖

知道：生殖系统的构成，

性激素的合成与代谢；胎

盘的内分泌功能

领会：生殖过程的重要环

节，月经周期与下丘脑-

腺垂体-卵巢轴的关系。

应用：性激素的生理指标

和相关知识，解释和评价

机体生殖系统的功能。女

性月经周期性激素的变

化规律，帮助领会避孕药

物作用机制。

分析：性腺（睾丸和卵巢）

的主要内分泌功能及调

节。

综合：将基础知识与相关

疾病案例相结合。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

结合授课内容，

适当将临床生殖

系统病例引入课

堂；

3.注重课堂互

动，启发式教学；

4.注重能力及素

质培养。

理论 2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机能学实验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临床案例，在充

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交互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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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生理学的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10%～30%，单元测试占 15%～25%，

实验成绩占 15%～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王庭槐主编，《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利用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开发多媒体课件，通过搭建多维、动态、活跃、自主的课程

训练平台，以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积极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生理学精品课程等网络资源，使教学

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拓展学生应用知识领域。

执笔：苏文霞

审核：张晓芸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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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学免疫学》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1.7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与

功能，免疫应答的特点和规律，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理以及免疫学诊断和防治原理；培养学

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等；使学生能将免疫学知识与临床诊疗工作相结合。

本课程以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系统解剖学、生理学、组织

学与胚胎学课程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药理学、实验诊断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

科学、传染病学、皮肤性病学课程的基础。

2.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知道免疫学的基本知识，领会免疫应答的基本规律以及临

床相关疾病，将免疫学知识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良好认知能力、创新思维、职业

道德和职业素养。

2.1 知识目标：

 知道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领会免疫学的特点和规律。

 应用所掌握的免疫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将所学免疫学知识重新组合并整理，形成新的知识体系。

 全面评价并掌握免疫学知识，将免疫学知识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为学生将来从事中

医学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技能目标：

 具有良好的认知和思维能力。

 具有良好的操作与问题解决能力。

 具有良好的实验设计与验证能力。

 具有良好的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具有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遵纪守法等人文素质。

 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和拓展知识能力等科学文化素质。

 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

3. 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免疫学概

论

1.绪论

知道：免疫的定义、免疫

1.通过线上课程及

课本进行课前预习。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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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的种类及其特点。

领会：免疫系统的生理功

能。

应用：免疫学在医学中的

地位。

2.免疫器官和组织

知道：中枢、外周免疫器

官的组成及功能。T、B 细

胞在外周免疫器官的分

布。

领会：淋巴细胞的归巢和

淋巴细胞再循环的概念及

意义。

应用：造血干细胞的表面

标志。

3.抗原

知道：抗原的概念和基本

特性；抗原表位的概念；

抗原表位的类型；共同抗

原表位和交叉反应的概

念。

领会：影响抗原免疫应答

的因素；抗原的分类；胸

腺依赖抗原和胸腺非依赖

抗原的概念；超抗原和丝

裂原的种类和作用机制。

应用：抗原与临床疾病的

关系；佐剂的应用。

2.结合临床案例，利

用PPT多媒体课件进

行讲授。

3.教学方法：课堂讲

授法、案例结合、问

题导向、对分课堂

等。

思政设计：

1.通过中国发明人

痘预防天花案例，弘

扬中国文化，增强民

族自信。

2.通过疫苗的保存

条件对于抗原表位

的影响，增强学生的

责任意识。

2 免疫分子 1.抗体

知道：抗体/免疫球蛋白、

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

的基本概念。

领会：抗体的基本结构及

功能区；五类免疫球蛋白

的特性与功能；抗体的生

物学活性。

应用：多克隆抗体、单克

隆抗体、基因工程抗体与

1.通过线上课程及

课本进行课前预习。

2.结合临床案例，利

用PPT多媒体课件进

行讲授。

3.教学方法：课堂讲

授法、案例结合、问

题导向、对分课堂

等。

思政设计：

理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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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源化抗体的临床应用。

2.补体

知道：补体的概念、组成、

命名及生物合成。

领会：补体系统三条激活

途径的激活物质、激活过

程以及主要不同点；补体

的生物学功能；补体激活

过程的调节机制。

应用：补体含量异常与临

床疾病的关系。

3.细胞因子

知道：细胞因子及其受体

的分子结构。

领会：细胞因子概念及共

同特点；细胞因子的分类

及主要功能；细胞因子的

生物学活性。

应用：细胞因子与临床疾

病的关系。

4.白细胞分化抗原和黏附

分子

知道：人类 CD 分子的分类

和应用。

领会：白细胞分化抗原、

CD 的概念；与 T、B 细胞

识别、粘附、活化有关的

CD 分子；黏附分子的基本

概念、分类和功能。

应用：白细胞分化抗原和

黏附分子在临床疾病检测

和治疗中的应用。

5.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知道：MHC、HLA 的概念以

及免疫功能相关基因。

领会：人类 HLA 复合体定

位及结构；HLA 复合体的

遗传特点；经典 HLA 分子

1.通过我国人源化

抗体的研发进展，增

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和制度自信。

2.通过科学家发现

补体的过程介绍，培

养学生仔细观察、善

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3.通过新冠治疗新

方法的案例，增强学

生民族自豪感和制

度自信。

4.通过我校师生捐

献骨髓干细胞的案

例，激励学生勇于奉

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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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组织分布及其功能；

HLA 分子和抗原肽的相互

作用；MHC 的生物学功能。

应用：HLA 与中医学的关

系。

3 免疫细胞

与免疫应

答

1.固有免疫系统及其应答

知道：固有免疫的概念及

意义；组织屏障及其作用；

固有免疫分子及其主要作

用。

领会：固有免疫细胞的组

成；巨噬细胞的识别机制、

杀伤机制及生物学活性；

NK细胞的表面标志及调节

性受体的类型；NK 杀伤靶

细胞的作用机制；固有免

疫应答的作用时相及特

点。

应用：固有免疫细胞及分

子与中医学的关系。

2.抗原提呈细胞与抗原提

呈

知道：抗原提呈非经典途

径和脂类抗原的 CD1 分子

提呈途径。

领会：抗原提呈细胞的概

念、种类；专职抗原提呈

细胞的特点；抗原提呈的

MHCI 类分子途径和 MHCII

类分子途径。

应用：抗原提呈细胞与临

床疾病的关系。

3.B 淋巴细胞

知道：B细胞分化和发育

的场所及过程。

领会：B细胞抗原受体多

样性产生的机制及 B 细胞

中枢耐受的形成机制；B

1.通过线上课程及

课本进行课前预习。

2.结合临床案例，利

用PPT多媒体课件进

行讲授。

3.教学方法：课堂讲

授法、案例结合、问

题导向、对分课堂

等。

思政设计：

1.介绍国内科学家

在固有免疫方面的

贡献，增进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感，增强民

族自豪感。

2.通过固有免疫的

介绍，提高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3.通过介绍 T、B 细

胞发现的过程，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探

索精神。

4.介绍国内疫苗的

进展，提高民族自豪

感。

理论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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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主要表面分子及其生

物学作用；B细胞的亚群

及其异同。

应用：B细胞的生物学功

能以及与临床疾病之间的

关系。

4.T 淋巴细胞

知道：T淋巴细胞在胸腺

中的发育过程。

领会：T细胞发育阳性选

择和阴性选择的概念及意

义；TCR 复合体及主要辅

助分子的生物学作用；TCR

多样性产生的机制。T细

胞亚群的分类方法及各亚

群的特性。

应用：T细胞的功能以及

与临床疾病的关系。

5.T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

知道：Ｔ细胞活化细胞信

号转导过程及活化后基因

表达；抗原特异性 T 细胞

克隆性增殖和分化。

领会：细胞免疫应答的概

念；Ｔ细胞识别抗原的特

点及识别发生的部位；Ｔ

细胞活化的信号要求；CD4
＋Ｔ细胞及 CD8＋Ｔ细胞介

导的免疫效应及发生过

程。

应用：特异性细胞免疫应

答的生物学意义及与临床

疾病的关系。

6.B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

知道：B细胞分化成熟、

增殖和分化的特点；B细

胞活化的信号要求。

领会：B细胞识别抗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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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B细胞活化的信号

要求；B 细胞对 TD 抗原免

疫应答的基本过程；B细

胞对 TI 抗原的应答及意

义。

应用：体液应答的一般规

律以及在临床中的应用

7.粘膜免疫

知道：粘膜免疫系统的组

成。

领会：粘膜免疫的细胞及

功能。

应用：食物与肠道菌群免

疫耐受的原因；粘膜相关

炎性疾病。

8.免疫耐受

知道：免疫耐受的概念。

领会：影响免疫耐受形成

的因素；中枢耐受和外周

耐受的概念；免疫耐受形

成的机制。

应用：免疫耐受与中医学

的关系。

9.免疫调节

知道：免疫调节的概念；

免疫-内分泌-神经系统的

调节。

领会：Th，Treg 的调节作

用；AICD 的概念；特异性

抗体的反馈调节；独特型-

抗独特型网络调节。

应用：免疫调节与中医学

的关系。

4

临床免疫

1.超敏反应

知道：超敏反应的概念及

分型。

领会：各型超敏反应的发

生机制及常见疾病；I型

1.通过线上课程及

课本进行课前预习。

2.结合临床案例，利

用PPT多媒体课件进

行讲授。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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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反应的参与成分及防

治原则；Ⅳ型超敏反应的

皮试检测。

应用：超敏反应与临床疾

病的关系。

2.自身免疫与自身免疫病

知道：自身抗原、自身免

疫、自身免疫病的概念；

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

领会：自身免疫病的发病

机制。

应用：自身免疫病的治疗。

3.免疫缺陷病

知道：免疫缺陷病的概念

及分类。

领会：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发病机制、获得性免疫缺

陷病的发病机制。

应用：免疫缺陷病的治疗。

4.感染免疫

知道：针对病原体免疫应

答的共同特征。

领会：抗感染的固有免疫

和适应性免疫机制。

应用：针对病原体的免疫

逃逸机制制定的对策。

5.肿瘤免疫

知道：肿瘤抗原的概念及

分类。

领会：抗肿瘤的免疫效应

机制和肿瘤的免疫逃逸机

制。

应用：肿瘤的防治。

6.移植免疫

知道：移植有关的基本概

念。

领会：同种移植的排斥反

应类型和机制。

3.教学方法：课堂讲

授法、案例结合、问

题导向、对分课堂

等。

思政设计：

1.通过临床过敏案

例，培养学生职业道

德和工作责任感。

2.通过临床艾滋病

病例，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职业道

德。

3.通过介绍我国在

肿瘤治疗方面的最

新成就，培养学生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4.通过临床移植案

例，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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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抗移植排斥的临床

策略。

5 免疫学应

用

1.免疫学防治

知道：人工主动免疫、人

工被动免疫的概念；疫苗

的基本要求；免疫治疗的

概念。

领会：免疫治疗的方法及

原理。

应用：疫苗的应用；免疫

治疗的应用。

1.通过线上课程及

课本进行课前预习。

2.结合临床案例，利

用PPT多媒体课件进

行讲授。

3.教学方法：课堂讲

授法、案例结合、问

题导向、对分课堂

等。

思政设计：

1.对于免疫治疗新

方法的介绍，培养学

生的探索精神。

理论 2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临床案例，

以问题为中心，采用讲授、实验、演示、自学、讨论、辅导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教、学双

方的作用，努力实现大纲规定的课程知识和技能目标。利用科学家事迹、典型案例进行课程

思政教育，努力达成课程的素质目标。遵循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针对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不同特点，合理进行教学设计，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有效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从而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

握免疫学基本知识。

4.2 评价方法：

本课程的考核评价采用全过程考核形式，分为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两部分，分别考核，

综合评价。（1）理论知识部分（权重 80%）：平时考核（线上课程）占 10%，单元测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50%。知识部分以形成性评价为主，结合终结性测评综合评定。根据本课

程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对必备知识点的要求，结合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建立《医学免疫

学》测试题库。形成性评价包括作业和测验。终结性考试由学校统一组织，闭卷笔试。（2）

实践技能（权重 20%）：技能考核成绩由日常实训报告成绩、实训态度、技能考核成绩三部

分组成。日常实训报告包括检验操作记录、检验结果、结果分析；实训态度包括出勤、工作

作风等；技能考核采用现场操作、口头答辩、书面报告等形式评价。

4.3 教材选编：

 马春红主编,《医学免疫学》双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4版。

 曹雪涛主编，《医学免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7 版。

 梁淑娟、付玉荣主编,《分子医学课程群实验》，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 版。

 JenniPunt,SharonStranford,PatriciaJones,JudithA.Owen,《KubyImmu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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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millanLearning，2018，8th.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建立了可以高速运行的《医学免疫学》在线课程，网站提供丰富教学资源，能够满足学

生学习的需要。课程提供的重要在线教学资源包括：

 课程简介：介绍免疫学课程教学架构和教学任务等。

 教学视频：提供课程理论教学知识点视频；提供相应课件。

 教学团队：介绍课程的教学团队成员。

 教学大纲：明确列出本课程要求掌握、熟悉及了解的内容。

 在线测试：每章节均为学生提供了重点内容的自测练习题，并给出了标准答案；期

末进行线上自测考试。

 互动交流：提供在线问答。

执笔：鞠吉雨

审核：林志娟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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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病原生物学》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的基础医学课程与专业主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医学微生物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医学实践；培养学生的临床

思维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等；使学生能适应临床感染性疾病医疗实践

的工作要求，它要以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系统

解剖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实验诊断学、传染病学、内科学、儿科学、皮肤

性病学、外科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并能

与其他学科相关知识能进行合理整合建构，了解学科最新前沿动态等；学生能应用医学微生

物基础理论与知识对微生物感染问题进行初步临床诊断、防治策略建议的能力与思维等，对

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一定认知能力；学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严谨科学态度、创

新意识和分析批判精神，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

不断追求卓越。

2.1 知识目标：

 知道微生物定义与分类、细菌重要生物学性状（包括形态与结构、细菌生理、细菌

遗传变异的主要机制等）、病毒重要生物学性状与真菌重要生物学性状。

 领会常见病原微生物的重要生物学性状、致病物质与其致病性、实验室诊断与防治

的重要关系。

 应用临床常见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性状与致病物质、致病机制进行微生物实验室检

查与防治。

 分析细菌、病毒、真菌的生物学性状、致病机制与所致疾病的异同；比较细菌、病

毒、真菌感染的免疫特点与防治原则的异同。

 综合各途径感染常见的细菌、病毒与真菌种类、致病机制与所致疾病、诊断与鉴别

诊断、防治原则。

 评价临床常见微生物感染所采用的防治手段、诊断策略。

2.2 技能目标：

 牢固树立无菌观念，提高生物安全意识，防止实验室感染与院内感染发生。

 能够科学规范实施各种常见的病原微生物学实验基本操作及主要检测方法。

 能够根据临床案例、实验安全、成本效益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微生物学诊断方法并

能说明其合理性，能对实验结果能做出科学合理判断和解释。

 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与一定的文献查阅与研读能力。

2.3 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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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遵纪守法。

 敬畏生命，具有良好的医德素养。

 具有勤奋进取、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科

学作风；具有攻坚克难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

 具有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与团结协作精神。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追求卓越。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细菌形态与

结构

1.细菌形态与结构

知道：能够知道医学微生

物最新进展。

领会：能够说明三大类微

生物特点、形态、细菌基

本结构、肽聚糖结构、细

菌特殊结构和医学的意

义。

应用：能够应用细菌形态

结构进行细菌鉴定。

分析：能够区别革兰阳性

菌与革兰阴性菌细胞壁的

结构异同及与医学的意

义。

课前线上自学，线

下课堂采用多媒

体讲授，结合互动

式、启发式教学。

思政设计：

结合微生物发展

史，以古代、现代

和当代中国对医

学微生物学发展

的贡献为素材，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

怀。

理论2学时

2 细菌的生理 1.细菌的生理

知道：能够知道细菌的理

化性状。

领会：能够说明细菌生长

繁殖的条件、消毒与灭菌

的概念。

应用：能够应用细菌的分

解代谢产物进行实验诊

断、能够根据消毒灭菌对

象的性质合理选择消毒灭

菌方法。

分析：能够比较分析细菌

各合成代谢产物的医学意

义。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采用多媒体

讲授，以学生为中

心，以问题引导式

教学方法为主，重

点解决疑难问题。

思政设计：结合生

长曲线的学习培

养学生环保意识；

结合消毒灭菌讨

论“欣弗事件”原

因和后果，培养学

生高尚职业道德

与社会责任担当。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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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噬菌体

细菌遗传与

变异

细菌的耐药

性

1.噬菌体

知道：能够知道噬菌体的

应用现状。

领会：能够说明噬菌体的

概念与生物学性状、毒性

噬菌体与温和噬菌体的概

念。

分析：能够比较毒性噬菌

体和温和噬菌体增殖周期

的异同。

2.细菌遗传与变异

知道：能够知道细菌遗传

变异在医学上的意义。

领会：能够说明细菌遗传

与变异的物质基础。

分析：能够比较细菌四种

基因转移与重组机制的异

同。

3.细菌的耐药

知道：能够知道抗菌药物

的种类。

领会：能够说明细菌耐药

的机制、细菌耐药的防治。

应用：能够应用抗菌药物

的作用机制合理选择抗生

素。

分析：能够比较细菌耐药

的各生化机制异同。

课前线上自学，线

下课堂采用多媒

体讲授，结合互动

式、启发式及问题

引导式教学方法。

思政设计：结合噬

菌体治疗的“瑞金

方案”，培养学生

的医者仁心、专业

素养和科学探索

精神；结合矛盾论

讨论细菌耐药性

与抗生素使用的

关系。

理论2学时

4 细菌感染与

免疫

细菌感染的

检查方法与

防治原则

1.细菌的感染与免疫

知道：能够知道医院感染

的现状、危险因素及防治。

领会：能够说明正常菌群/

机会致病菌/医院感染的

概念、细菌的各致病物质

与致病性之间的关系、感

染的发生与发展、抗细菌

感染免疫的特点。

分析：能够比较细菌外毒

课前线上自学，线

下课堂采用多媒

体讲授，以学生为

中心，以问题引导

式，重点解决疑难

问题。思政设计：

在微生物对人类

的利与弊内容点，

融入环保意识、辩

证法；比较检测方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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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内毒素的主要特性区

别。

2.细菌感染的检查方法与

防治原则

知道：能够知道细菌感染

的治疗原则。

领会：能够说明细菌学检

查的项目、血清学诊断的

概念。

应用：能够应用细菌的生

物学性状进行微生物实验

室检查。

法的特异性、灵敏

度、速度、安全、

花费等特性，让学

生领会医患关系，

培养学生的职业

道德和素养。

5 球菌 1.球菌

知道：能够知道各球菌的

耐药现状及感染的防治原

则。

领会：能够说明各球菌的

生物学性状、致病物质与

所致疾病之间的关系、链

球菌溶血素和临床检测的

关系。

应用：能够应用病原性球

菌的生物学性状进行微生

物学实验室检查。

分析：能够比较临床常见

化脓性球菌的致病物质及

所致疾病的异同。

评价：能够对临床常见化

脓性球菌感染案例的诊断

进行判断。

课前线上自学，线

下课堂以学生为

中心，以案例为引

导，以问题引导教

学方法为主，重点

解决疑难问题。

思政设计：结合细

菌毒素性食物中

毒案例，培养学生

食品卫生安全意

识；结合风湿热致

病机制培养学生

辩证思维；结合淋

病在我国感染现

状，培养医学生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

理论2学时

6 肠杆菌科 1.肠杆菌科

知道：能够知道伤寒与痢

疾的流行现状、肠杆菌科

其他菌属生物学性状及致

病性。

领会：能够说明肠道杆菌

的形态染色及结构、致病

大肠埃希菌的种类、肠出

课前线上自学，线

下课堂采用多媒

体讲授；以案例为

引导，结合互动

式、启发式及问题

引导式教学方法。

思政设计：结合正

常与致病大肠埃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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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大肠埃希氏菌的血清

型及所致疾病、志贺菌与

沙门菌致病物质与所致疾

病之间的关系。

应用：能够应用肥达试验

进行沙门菌感染的实验辅

助诊断。

分析：能够比较临床常见

肠杆菌科细菌的致病物质

及所致疾病异同。

评价：能够对临床常见肠

杆菌细菌感染案例的诊断

进行判断。

希菌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发展观；结

合伤寒玛丽故事，

培养学生食品安

全及生物安全意

识；结合细菌性痢

疾在我国的流行

现状，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社会责

任、职业担当。

7 弧菌属

螺杆菌属

厌氧性细菌

1.弧菌属

知道：能够知道霍乱的流

行史。

领会：能够说明霍乱弧菌

生物学性状、副溶血弧菌

所致疾病、霍乱弧菌致病

物质/所致疾病与防治原

则。

评价：能够对霍乱感染案

例的诊断进行判断。

2.幽门螺杆菌

知道：能够知道幽门螺杆

菌主要致病机制。

领会：能够说明幽门螺杆

菌形态染色、培养特点及

所致疾病。

应用：能够应用幽门螺杆

菌的生物学性状进行实验

辅助诊断。

综合：能够概括可经消化

道感染的病原体的种类及

所致疾病。

评价：能够对幽门螺杆菌

感染案例的诊断进行判

断。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以学生为中

心，以案例为引

导，以问题引导教

学方法为主，重点

解决疑难问题。

思政设计：结合霍

乱弧菌的学习，提

高学生对传染病

防控重要意义的

认识与自觉行动，

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

和职业担当；结合

幽门螺杆菌的发

现历程，培养学生

科学质疑、精诚合

作、勇于挑战的科

学精神。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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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厌氧性细菌

知道：能够知道无芽胞厌

氧菌引起的临床感染现

状。

领会：能够说明破伤风梭

菌与产气荚膜梭菌生物学

性状、肉毒梭菌形态、艰

难梭菌致病性、厌氧芽胞

梭菌的致病物质/所致疾

病与防治原则、无芽胞厌

氧菌感染致病条件/感染

特征/所致疾病种类。

应用：能够应用产气荚膜

梭菌生物学性状进行微生

物实验诊断。

评价：能够对厌氧芽胞梭

菌感染案例的诊断进行判

断。

8 分枝杆菌属

嗜血杆菌属

1.分枝杆菌属

知道：能够知道结核病的

流行现状。

领会：能够说明结核分枝

杆菌的形态染色/培养特

性、麻风分枝杆菌形态染

色/致病性、结核分枝杆菌

的主要致病物质与所致疾

病间关系。

应用：能够应用结核菌素

试验进行临床诊断；应用

结核分枝杆菌的抵抗力选

择合适的消毒灭菌方法。

分析：能够比较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免疫特点与其他

细菌感染免疫特点的异

同。

综合：能够概括可经呼吸

道感染的病原体的种类及

所致疾病。

课前线上自学，线

下课堂采用多媒

体讲授；以案例为

引导，结合互动

式、启发式及问题

引导式教学方法。

思政设计：结合结

核病在我国的流

行现状，培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社会

责任、职业担当；

结合卡介苗的研

制故事，培养学生

努力奋斗、坚持不

懈的科学精神。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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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能够对结核感染案

例的诊断进行判断。

2.流感嗜血杆菌

知道：能够知道流感嗜血

杆菌的发现史。

领会：能够说明流感嗜血

杆菌形态染色/培养特性/

所致疾病/预防。

9 动物源性细

菌

其他细菌

放线菌属与

诺卡菌属

1.动物源性细菌

知道：能够知道布鲁菌属/

鼠疫耶尔森菌/炭疽芽胞

杆菌引起的传染病的流行

史和现状。

领会：能够说明布鲁菌属/

鼠疫耶尔森菌/炭疽芽胞

杆菌的形态与染色、致病

物质与所致疾病之间的关

系。

分析：能够比较分析各动

物源性细菌的传染源、传

播途径、所致疾病及防治

原则。

评价：能够对临床常见动

物源性细菌感染案例的诊

断进行判断。

2.其他细菌

知道：能够知道白喉棒状

杆菌/百日咳鲍特氏菌的

特异性预防疫苗、嗜肺军

团菌引起医院感染的现

状。

领会：能够说明白喉棒状

杆菌/百日咳鲍特菌/嗜肺

军团菌形态染色。

应用：能够应用白喉棒状

杆菌生物学性状进行实验

室检查。

3.放线菌属与诺卡菌属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以学生为中

心，以案例为引

导，以问题引导教

学方法为主，重点

解决疑难问题。思

政设计：结合布鲁

菌病在我国的流

行现状，培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社会

责任、职业担当；

结合鼠疫耶尔森

菌、炭疽芽胞杆菌

等在历史上曾被

用作他国侵犯我

国的生物武器为

切入点，培养学生

铭记历史、爱国护

国、生物安全防护

意识；引入伍连德

教授在防治鼠疫

方面的重大贡献，

培养学生爱国主

义情怀、艰苦奋

斗、严谨求实的科

学精神。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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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能够知道放线菌属/

诺卡菌属与真菌、细菌结

构的异同。

领会：能够说明主要致病

性放线菌及其致病性、主

要致病性诺卡氏菌及其致

病性。

应用：能够应用硫磺样颗

粒进行放线菌的实验室检

查。

10 支原体

立克次体

衣原体

螺旋体

1.支原体

知道：能够知道支原体的

分类。

领会：能够说明支原体的

概念、培养特性与细菌 L

型区别。

应用：能够应用支原体的

生物学性状进行微生物学

实验室检查。

2.立克次体

知道：能够知道近年新出

现的立克次体病。

领会：能够说明立克次体

概念、形态染色及培养特

性、肺炎支原体与解脲脲

原体所致疾病。

应用：能够应用立克次体

的生物学性状进行微生物

学实验室检查。

分析：能够比较常见立克

次氏体传染源、传播媒介

和所致疾病异同。

3.衣原体

知道：能够知道衣原体的

分类。

领会：能够说明衣原体的

概念、主要生物学性状、

沙眼衣原体与肺炎衣原体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以学生为中

心，以问题引导教

学方法为主，重点

解决疑难问题。思

政设计：结合立克

次体的传播途径，

培养学生的环保

意识与良好的卫

生习惯；结合汤飞

凡教授发现沙眼

衣原体的历程，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甘于奉献、不

断探索的科学精

神；结合梅毒在我

国的流行现状，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职

业担当。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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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疾病。

应用：能够应用沙眼衣原

体与肺炎衣原体的生物学

性状进行微生物学实验室

检查。

4.螺旋体

知道：能够知道螺旋体的

分类。

领会：能够说明钩端螺旋

体形态染色/培养特性、钩

端螺旋体/梅毒螺旋体形

态染色、所致疾病及防治

原则。

应用：能够应用钩端螺旋

体、梅毒螺旋体的生物学

性状进行微生物学实验室

检查。

分析：比较支原体、立克

次体、衣原体、螺旋体的

生物学性状异同。

综合：能够概括胞内寄生

的微生物种类及所致疾

病。

评价：能够对钩端螺旋体、

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临床感

染案例的诊断进行判断。

11 病毒的基本

性状

病毒感染与

免疫

1.病毒的基本性状

知道：能够知道病毒的分

类与遗传变异。

领会：能够说明病毒概念、

结构、对称性、化学组成

与功能。

应用：应用理化因素对病

毒的影响合理选择灭活病

毒的方法。

分析：能够比较病毒的增

殖过程与细菌繁殖过程的

不同。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采用多媒体

讲授，以学生为中

心，以问题引导式

教学方法为主，重

点解决疑难问题；

注重对比分析细

菌基本性状、感染

免疫与病毒基本

性状、感染免疫的

异同。思政设计：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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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毒的感染与免疫

领会：能够说明干扰素/

中和抗体概念、干扰素抗

病毒机制及应用、病毒的

传播方式 。

分析：能够比较病毒与细

菌的感染类型及其特点的

异同；比较病毒致病机制

与细菌致病机制的异同；

比较抗病毒感染的免疫特

点与抗细菌感染免疫特点

的异同。

结合病毒感染特

别是新发病毒感

染现状，培养学生

环保意识、社会责

任与职业担当。

12 病毒感染的

检查方法与

防治原则

呼吸道病毒

1.病毒感染的检查方法与

防治原则

知道：能够知道病毒感染

的防治原则。

领会：能够说明病毒分离

培养方法、病毒感染的实

验室诊断方法。

应用：能够应用病毒感染

的血清学诊断方法进行病

毒检查。

分析：能够比较病毒标本

采集、送检原则与细菌标

本采集、送检原则的异同。

2.呼吸道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流感的流

行病史。

领会：能够说明流感病毒/

麻疹病毒的致病性与免疫

性、腮腺炎病毒/SARS 冠

状病毒/风疹病毒的致病

性。

应用：能够运行临床常见

呼吸道感染病毒的生物学

性状进行微生物实验室诊

断。

分析：比较临床常见呼吸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以学生为中

心，以案例为引

导，以问题引导教

学方法为主，重点

解决疑难问题；归

纳分析临床常见

的呼吸道感染细

菌与病毒种类。思

政设计：结合流感

病毒的变异，培养

学生的量变到质

变的唯物辩证意

识;结合新冠病毒

的防治现状，培养

学生的爱国情怀、

制度自信与责任

担当。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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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感染病毒的种类、感染

类型与致病性。

综合：能够概括可经呼吸

道感染的微生物的种类及

所致疾病。

评价：能够对临床常见呼

吸道病毒感染案例的诊断

进行判断。

13 肠道病毒

急性胃肠炎

病毒

肝炎病毒(1)

1.肠道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肠道病毒

感染的防治原则。

领会：能够说明人类肠道

病毒种类和共性、脊髓灰

质炎病毒型别、柯萨奇病

毒/埃可病毒/新型肠道病

毒致病性、脊髓灰质炎病

毒致病性/免疫性/防治原

则。

2.急性胃肠炎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急性胃肠

炎病毒的种类与防治原

则。

领会：能够说明轮状病毒

的致病性。

3.甲型肝炎病毒（HAV）/

戊型肝炎病毒（HEV）

知道：能够知道甲型肝炎

流行史与流行现状。

领会：能够说明 HAV/HEV

生物学性状、HEV 致病性、

HAV 致病性/免疫性/防治

原则。

应用：能够应用 HAV 生物

学性状进行微生物实验室

诊断。

分析：能够比较临床常见

消化道感染病毒的种类、

致病性的异同。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采用多媒体

讲授，以学生为中

心，以问题引导式

教学方法为主，重

点解决疑难问题；

归纳分析常见的

消化道感染细菌

与病毒种类。思政

设计：结合“糖丸

爷爷”顾方舟为消

灭脊髓灰质炎无

私奉献的感人故

事，培养学生胸怀

祖国、服务民众的

家国情怀、甘于奉

献的科学精神。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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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能够对 HAV 感染案

例诊断进行判断。

14 肝炎病毒(2)

虫媒病毒

出血热病毒

1.肝炎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流行现状。

领会：能够说明

HBV/HCV/HDV 生物学性

状、HBV/HCV 致病性与免

疫性及预防原则、HDV 的

致病性。

应用：能够应用 HBV、HCV

生物学性状进行微生物实

验室诊断。

分析：能够比较所学五种

肝炎病毒传播方式、致病

性免疫性与防治原则的异

同。

评价：能够对临床

HBV/HCV 感染案例的诊断

进行判断。

2.虫媒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虫媒病毒

分类、生物学性状等。

领会：能够说明流行乙型

脑炎病毒致病性/免疫性/

预防原则、登革病毒流行

特征与致病性。

3.出血热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出血热病

毒的种类等。

领会：能够说明汉坦病毒

的生物学性状/流行环节/

致病性与免疫性及预防原

则。

课前线上自学，线

下课堂采用多媒

体讲授；以案例为

引导，结合互动

式、启发式及问题

引导式教学方法。

思政设计：结合

HBV 在我国的感染

现状，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职业担

当、攻坚克难精

神。

理论2学时

15 疱疹病毒

逆转录病毒

1.疱疹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疱疹病毒

生物学性状等。

领会：能够说明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采用多媒体

讲授，以学生为中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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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V/VZV/CMV/EB 病毒的

感染类型、所致疾病。

2.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知道：能够知道 HIV 特性、

艾滋病的流行现状。

领会：能够说明 HIV 生物

学特点、致病机制与防治

原则。

应用：能够应用 HIV 生物

学特点进行实验室检查。

综合：能够概括可经性途

径、血液途径、垂直传播

的病原体种类及所致疾

病。

评价：能够对 HIV 感染案

例的诊断进行判断。

心，以问题引导式

教学方法为主，重

点解决疑难问题。

思政设计：结合

HIV 在我国的感染

现状，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职业担

当、攻坚克难精

神;讨论“世界首

例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强调所有

的医学活动都不

能违背医学伦理

道德，加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16 其他病毒

朊粒

真菌学总论

主要病原性

真菌

1.其他病毒

知道：能够知道狂犬病毒、

HPV 微生物学检查。

领会：能够说明狂犬病毒

生物学性状/致病性与防

治原则、人乳头瘤病毒分

型/致病性与防治原则。

2.朊粒

知道：能够知道朊粒的微

生物学检查。

领会：能够说明朊病毒生

物学性状、致病性与防治

原则。

3.真菌学总论

知道：能够知道抗真菌感

染的免疫特点。

领会：能够说明真菌分类/

形态结构/培养特性。

4.主要病原性真菌

知道：能够知道主要病原

性真菌种类。

课前线上自学，提

出疑难问题；线下

课堂采用多媒体

讲授为主，以学生

为中心，以问题引

导式教学方法为

主，重点解决疑难

问题；注重对比分

析真菌致病性与

细菌致病性、病毒

致病性异同。思政

设计：结合我国在

HPV 疫苗研制方面

取得的成绩，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

制度自信；结合朊

粒的发现史，培养

学生刻苦钻研、持

之以恒的科学精

神；结合超级真菌

感染，强调滥用抗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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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能够说明皮肤癣真

菌常见种类、白假丝酵母

菌/新生隐球菌生物学性

状、皮肤癣真菌/白假丝酵

母菌/新生隐球菌/卡氏肺

孢子菌致病性与防治原

则。

应用：能够应用白假丝酵

母菌、新生隐球菌生物学

性状进行实验检查。

分析：能够比较真菌的致

病性与细菌致病性及病毒

致病性的异同。

评价：能够对白假丝酵母

菌、新生隐球菌感染案例

的诊断进行判断。

生素危害，培养学

生的职业道德与

职业素养。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线上（课前学生自主学习）+线下（课堂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引导）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翻转课堂、问题引导等综合利用，知

识内容逻辑递进，合理融入课程思政，将课程内容横纵整合建构，可灵活应用并尝试创新。

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医德素养与科学精神等。

4.2 评价方法：

以学生为本，课程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根据课程

目标结合国家临床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对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提升与素质培养等进行综合

评价，不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过程性评价包括线上学习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20%、实验考核占 20%。终结性评价

采用闭卷、机考的形式，题型包括选择题、案例分析题与论述题（标准答案与非标准答案相

结合）等，占课程最终成绩的 40%。

通过评价及时发现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深层次原因并相应科学合理调整教学内容的呈

现形式、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等，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改，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4.3 教材选编：

 李凡,徐志凯主编,《医学微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版。

 李凡,徐志凯主编,《医学微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第 8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建 设 了 医 学 微 生 物 学 在 线 课 程 （ 走 进 医 学 微 生 物 ）

https://onlineweb.zhihuishu.com/onlineMuster/teacherIndex，从 2018 年 3 月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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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平台提供全套医学微生物学课件 PPT、教学视频、见面课、习题库、课程论坛模块、

微生物前沿探索与思政材料等教学资源等，并定期对教学资源进行更新与完善，满足学生自

主学习、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执笔：吴晓燕

审核：付玉荣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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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学》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4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药与中医学相关概念、

中药的起源与发展沿革、中药的产地与采制、中药的功效、中药的性能、中药的应用和 567

味中药的药品归属、主要药性、基本功效、临床应用、临证备要、古今研究；培养学生的对

临床常用中药进行基本的处方分析，引导对新药研发思路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中成药生产、

经营、管理、使用的工作要求，它要以《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

习《中药炮制学》、《方剂学》等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1）识记中药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一类中药的来源，药品归属、主要药

性、基本功效、临床应用、临证备要、古今研究。

（2）领会本学科的发展概况，二类中药来源，药品归属、主要药性、基本功效、临床

应用、临证备要、古今研究。

（3）能运用所学知识对一类中药的药性、功效、炮制方法应用于临床实践。

（4）对于外形、功效相似的中药能够分析鉴别，对临床常用“药对”能熟练运用，并

能分析其配伍原则。

（5）能综合所学中医学知识，对中药药物成分的研究及中成药新药的开发有初步的思

路。

（6）对于中医学相关的文献报道，可独立完成阅读及评价，并能独立完成课题报告及

实践报告。

2.2 技能目标：

（1）能运用中药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基本技能，具有从事中药饮片和中药制剂生产的能

力。

（2）具有对常见中药进行简单的处方分析能力。

（3）教材中增设了自学思考问题，通过指导自学，以培养学生具有继续学习的和持续

发展能力，使之毕业后，通过自学及时获取自我所需的知识能力，以适应今后岗位的需要。

2.3 素质目标：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2）树立科学的学习观，培养提高自学能力

（3）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 授课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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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章节

1 总论

1．中药的起源和

中医学的发展

2．中药的产地与

采集

3.中药的炮制

知识要求

1.了解中药的起源和中医学的发

展历史

2.掌握中药的产地与采集时间

3.了解中药炮制目的

4.掌握中药炮制方法

能力要求

1.掌握中药的采集时间

2.掌握中药的炮制方法

素质要求

1.具有传承发扬中医学的责任感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炮制，充分

运用启发式

和讨论式教

学

2

2 总论

1.中药的作用

2.中药的性能

知识要求

1.了解中药的基本作用

2.了解中药的功效

3.掌握中药的性能

能力要求

1.能够运用中药性能分析中药的

能力

2．学会中药性能对临床用药指导

意义

素质要求

1.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和

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模式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性能，充

分运用启发

式和讨论式

教学

4

3总论

1.中药的配伍

2.用药禁忌

3.中药用法

4.用药剂量

知识要求

1.掌握中药配伍

2.熟悉用药禁忌

3.熟悉中药用法

4.了解中药剂量

能力要求

1.掌握药物七情及配伍原则

2.能够将中药配伍应用于临床

素质要求

1.具有学习中医的兴趣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配伍禁

忌，充分运用

启发式和讨

论式教学

2

4 各论

1.解表药

2.清热药

知识要求

1.掌握解表药和清热药的含义、

功效、适应症、配伍应用和使用

注意

2.掌握相似药物的功效应用的异

同点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基本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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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

1.掌握常用中药的功效与应用

2.具有对常见中药进行分析的能

力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工

作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识，充分运用

启发式和讨

论式教学

2.给出临床

常见病的病

例，让学生通

过讨论，选择

合适的中药

3.参观中药

标本，学习常

用中药的功

效

5 各论

1.泻下药

2.祛风湿药

3.化湿药

知识要求

1.掌握泻下药、祛风湿药、化湿

药的含义、功效、适应症、配伍

应用和使用注意

2.掌握相似药物的功效应用的异

同点

能力要求

1.掌握常用中药的功效与应用

2.具有对常见中药进行分析的能

力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工

作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基本知

识，充分运用

启发式和讨

论式教学

2.给出临床

常见病的病

例，让学生通

过讨论，选择

合适的中药

3.参观中药

标本，学习常

用中药的功

效

8

6 各论

1.利水渗湿药

2.温里药

3.理气药

4.消食药

5.驱虫药

知识要求

1.掌握利水渗湿药、温里药、行

气药、消食药、驱虫药的含义、

功效、适应症、配伍应用和使用

注意

2.掌握相似药物的功效应用的异

同点

能力要求

1.掌握常用中药的功效与应用

2.具有对常见中药进行分析的能

力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基本知

识，充分运用

启发式和讨

论式教学

2.给出临床

常见病的病

例，让学生通

过讨论，选择

合适的中药

8



228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工

作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3.参观中药

标本，学习常

用中药的功

效。

7 各论

1.止血药

2.活血化瘀药

知识要求

1.掌握止血药、活血化瘀药的含

义、功效、适应症、配伍应用和

使用注意

2.掌握相似药物的功效应用的异

同点

能力要求

1.掌握常用中药的功效与应用

2.具有对常见中药进行分析的能

力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工

作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基本知

识，充分运用

启发式和讨

论式教学

2.给出临床

常见病的病

例，让学生通

过讨论，选择

合适的中药

3.参观中药

标本，学习常

用中药的功

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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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论

1.化痰止咳平喘

药

2.安神药

3.平肝息风药

4.开窍药

知识要求

1.掌握化痰药、止咳平喘药、安

神药、平抑肝阳药、息风止痉药、

开窍药的含义、功效、适应症、

配伍应用和使用注意

2.掌握相似药物的功效应用的异

同点

能力要求

1.掌握常用中药的功效与应用

2.具有对常见中药进行分析的能

力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工

作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基本知

识，充分运用

启发式和讨

论式教学

2.给出临床

常见病的病

例，让学生通

过讨论，选择

合适的中药

3.参观中药

标本，学习常

用中药的功

效

10

9 各论

1.补虚药

2.收涩药

3.涌吐药

4.攻毒杀虫止痒

药

5.拔毒化腐生肌

药

知识要求

1.掌握补虚药、收涩药等药的含

义、功效、适应症、配伍应用和

使用注意

2.掌握相似药物的功效应用的异

同点

能力要求

1.掌握常用中药的功效与应用

2.具有对常见中药进行分析的能

力

素质要求

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工

作态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1．以工作情

景导入的形

式，通过案例

分析，学习中

药的基本知

识，充分运用

启发式和讨

论式教学

2.给出临床

常见病的病

例，让学生通

过讨论，选择

合适的中药

3.参观中药

标本，学习常

用中药的功

效

12

4.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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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学方法：

理论课教学中应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充分运用启发性教学，理论讲授和课堂讨论

相结合，突出知识特点，减少知识的抽象性，多采用实物、多媒体等直观教学的形式，增加

学生的感性认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实践教学应注

重培养学生实际的基本操作技能，着重培养学生分析中药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中药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毕业后能够胜任中药相关工作。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4.3 教材选编：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第十一版）《中医学》钟赣生、杨柏灿主编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数字化教学资源研发

执笔：朱晶瑜

审核：王海霞

审定：孙长岗

2022年 7月 27日



231

中医学专业

《方剂学》课程标准

学时:48

学分：3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总论，重点介绍方剂的起源与发展、方剂与治法、方剂的

分类、方剂的剂型、方剂的煎服法、方剂的组方原则与变化等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下篇各

论，依据以法统方的原则，按功用将方剂分为解表剂、泻下剂、和解剂、清热剂、温里剂、

补益剂、固涩剂、安神剂、开窍剂、理气剂、理血剂、祛湿剂、祛痰剂、消食剂、治风剂，

每章首冠方剂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等；每首正方方名下列出出处、组成、用法、功效、主

治、方解、类方比较、运用、药理研究、附方等。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方剂学的概念、方剂的

组方原则及基本结构、方剂的变化形式及方剂的煎服法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

遣药组方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执业中药师及中药生产的工作要求，它要以中医学基础、中医

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中药药理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方剂学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80 余首常用方剂的组成、用法、配伍意义，指导学生理解

治法与方剂的关系，掌握组方的基本结构和方剂组成变化的主要形式及其对功用、主治的影

响。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教学，重视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对组成、功效、主治相似的方

剂，应注意前后内容的联系对比，引导学生在鉴别中掌握其异同点，进而能深入理解其相关

内容，并为以后的正确运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2.1 知识目标：

 知道方剂、方剂学的概念、方剂与治法的关系、常用治法、方剂的组方原则及基本

结构、方剂的变化形式及方剂的煎服法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一级方剂(代

表性强，临床使用频率高者)80 余首。

 知道一级方剂(代表性强，临床使用频率高者)80 余首。

 领会二级方剂(有一定代表性，临床亦较常使用者)30 余首。

 领会三级方剂(代表性不强，临床不经常使用者)16 余首。

2.2 技能目标：

 培养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文字表达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自

我学习能力。

 熟练掌握一级方剂的组成、功用、主治、方义、组方特点和临床应用；二级方剂的

组成、功用、主治病证及主要配伍意义。

 能正确分析和应用成方，具有初步遣药组方的能力。

 能背诵一、二级方方歌。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为新药研发提供启示。

2.3 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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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真正地关爱每一个学生，重视对学生进行情感教

育，成长学生的心灵。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有所获。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

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专业思想巩固，热爱中医事业。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上篇总论

第一章方剂学

发展简史

教学内容：

方剂学的形成发展

教学要求：

了解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概况

配合史书记载、生

活中常见症进行

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1 学时

2 第二章治法概

述

教学内容：

一、治法的含义

二、治法与病机的关系

三、治法与方剂的关系

四、常用治法

教学要求：

1.了解治法的含义与病机、方剂的

关系。

2.熟悉常用治法(八法)的基

本内容。

3.了解治法的多层次、多体

系特点。

配合史书记载、生

活中常见症进行

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2 学时

3 第三章方剂概

述

教学内容：

一、方剂的配伍

二、组方结构

三、方剂剂量

四、方剂的剂型

五、方剂的用法

六、方剂的变化

七、方剂的分类

教学要求：

1.熟悉方剂配伍的概念、目的常见

配伍方法。

2.掌握组方的基本结构与方剂组

成变化的基本形式。

3.了解常用剂型的种类、制法及

其临床意义。

配合史书记载、生

活中常见症进行

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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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汤剂的煎、服方法；熟悉服

药时间及服药方法及其意义。

5.了解历代有关方剂分类的方法。

4 下篇各论

第四章解表剂

教学内容：

一、辛温解表剂

二、辛凉解表剂

教学要求：

1．熟悉解表剂的概念、适用

范围、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一级方，下同)麻黄汤、

桂枝汤、九味羌活汤、小青龙汤、

银翘散、桑菊饮、麻黄杏仁甘草石

膏汤。

3．熟悉(二级方，下同)香薷散、

杏苏散、柴葛解肌汤。

4．了解(三级方，下同)加减葳蕤

汤、败毒散。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4 学时

5 第五章泻下剂 教学内容：

一、寒下剂

二、温下剂

三、润下剂

四、逐水剂

教学要求：

1．熟悉泻下剂的概念、适用范围、

分类及使用注意事项。

2．掌握大承气汤、大黄牡丹汤、

温脾汤、十枣汤。

3．熟悉大黄附子汤、麻子仁丸、

济川煎。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3 学时

6 第六章和解剂 教学内容：

一、和解少阳剂

二、调和肝脾剂

三、调和寒热剂

教学要求：

1．熟悉和解剂的涵义、适用范围

及分类。

2．掌握小柴胡汤、蒿芩清胆汤、

大柴胡汤、四逆散、逍遥散、半夏

泻心汤。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3 学时

7 第七章清热剂 教学内容：

一、清气分热剂

二、清营凉血剂

三、清热解毒剂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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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脏腑热剂

五、清热祛暑剂

六、清虚热剂

教学要求：

1．熟悉清热剂的概念、适用范围、

分类及使用注意。

2．掌握白虎汤、清营汤、犀角地

黄汤、黄连解毒汤、凉膈散、仙方

活命饮、导赤散、龙胆泻肝汤、清

胃散、芍药汤、白头翁汤、青蒿鳖

甲汤。

3．熟悉竹叶石膏汤、泻白散、六

一散、葛根芩连汤、清暑益气汤。

4．了解清骨散。

8 第八章温里剂 教学内容：

一、温中祛寒剂

二、回阳救逆剂

三、温经散寒剂

教学要求：

1．熟悉温里剂的概念、适用范围、

分类及使用注意。

2．掌握理中丸、小建中汤、四逆

汤、当归四逆汤、阳和汤。

3．熟悉参附汤。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2 学时

9 第九章补益剂 教学内容：

四、补气剂

五、补血剂

六、补阴剂

七、补阳剂

教学要求：

1．熟悉补益剂的概念、适用范围、

分类及使用注意。

2．掌握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

补中益气汤、生脉散、四物汤、归

脾汤、炙甘草汤、六味地黄丸、一

贯煎、肾气丸。

3．熟悉玉屏风散、百合固金汤、

左归丸、右归丸。

4．了解人参蛤蚧散、益胃汤。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4 学时

10 第十章固涩剂 教学内容：

一、固表止汗剂

二、敛肺止咳剂

三、涩肠固脱剂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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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涩精止遗剂

五、固崩止带剂

教学要求：

1．固涩剂的概念、分类与适应范

围、注意事项。

2．掌握牡蛎散、真人养脏汤、四

神丸、固冲汤、完带汤。

3．熟悉金锁固精丸、桑螵蛸散。

4．了解九仙散汤。

11 第十一章安神

剂

教学内容：

一、重镇安神剂

二、滋养安神剂

教学要求：

1．熟悉安神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朱砂安神丸、天王补心丹、

酸枣仁汤。

3．熟悉甘麦大枣汤。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2 学时

12 第十二章开窍

剂

教学内容：

六、凉开剂

七、温开剂

教学要求：

1．熟悉开窍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安宫牛黄丸。

3．熟悉苏合香丸。

4．了解紫雪、至宝丹。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1 学时

13 第十三章理气

剂

教学内容：

五、行气剂

六、降气剂

教学要求：

1.熟悉理气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越鞠丸、柴胡疏肝散、半夏

厚朴汤、苏子降气汤、定喘汤、旋

复代赭汤。

3．熟悉天台乌药散、枳实薤白桂

枝汤。

4．了解金铃子散。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2 学时

14 第十四章理血

剂

教学内容：

一、活血祛瘀剂

二、止血剂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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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熟悉理血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桃核承气汤、血府逐瘀汤、

补阳还五汤、温经汤、生化汤、十

灰散、小蓟饮子、黄土汤。

3．熟悉复元活血汤、桂枝茯苓丸、

咳血方。

4．了解失笑散、槐花散。

媒体、板书、模型

15 第十五章祛湿

剂

教学内容：

一、燥湿和胃剂

二、清热祛湿剂

三、利水渗湿剂

四、温化寒湿剂

五、祛风胜湿剂

教学要求：

1.熟悉祛湿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平胃散、藿香正气散、茵陈

蒿汤、八正散、三仁汤、五苓散、

苓桂术甘汤、真武汤、

实脾散、独活寄生汤。

3．熟悉甘露消毒丹、防已黄芪汤。

4．了解二妙散、羌活胜湿汤。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5 学时

16 第十六章祛痰

剂

教学内容：

一、燥湿化痰剂

二、清热化痰剂

三、润燥化痰剂

四、温化寒痰剂

五、治风化痰剂

教学要求：

1.熟悉祛痰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二陈汤、温胆汤、清气化痰

丸、半夏白术天麻汤、止嗽散。

3．熟悉贝母瓜蒌散、苓甘五味姜

辛汤、三子养亲汤。

4．了解消瘰丸。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3 学时

17 第十七章消食

剂

教学内容：

一、消食化滞剂

二、健脾消食剂

教学要求：

1.熟悉消食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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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保和丸、健脾丸。

3．熟悉枳实导滞丸。

4．了解葛花解醒汤。

18 第十八章治风

剂

教学内容：

一、疏散外风剂

二、平息内风剂

教学要求：

1.熟悉治风剂的概念、适应范围、

分类及应用注意事项。

2.掌握川芎茶调散、羚角钩藤汤、

消风散、镇肝熄风汤。

3．熟悉大秦艽汤、大定风珠。

4．了解小活络丹。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3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课堂理论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组织学生展开必要的

讨论，以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根据不同内容的特点，可采取灵活多样的

教学方法，如案例导入、任务引领、多媒体讲授与演示、模拟仿真、角色扮演、病例分析、

小组讨论、以问题为中心教学等，在实践教学中注重学生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医患沟

通能力的培养。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4.3 教材选编：

 李飞主编.方剂学（上下）（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4。

 王付主编.王付方剂学讲稿.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0。

 贾波，李冀主编.方剂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8。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6。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依托教科书，运用现代视听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尽可能地进行课程开发与利用。

执笔：谷雨明

审核：王海霞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0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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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预防医学》课程标准

学时:56

学分：3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关键词：课程地位、主要功能、与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的常用知识和

技能；培养学生既能诊治病人，又能开展个体化临床预防服务和群体的社区预防服务的能力，

同时又具备一定医学科研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工作要求，它要以生理学、病理学、

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医学免疫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

科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提升中医学生未来的岗位胜任力为目标，通过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理论与实践互相融合促进等多种形式提升学生的预防医学理念，并融入家国情怀、

服务人群、人文关怀、科学精神等思政元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的常

用知识和技能，牢固树立预防医学的观念和公共卫生意识，掌握健康和疾病问题在人群的分

布情况，分析物质、社会环境和人的行为心理及生物遗传因素对人群健康和疾病作用的规律，

找出对人群健康影响的主要致病因素，制订防制对策等知识;培养学生既能诊治病人，又能

开展个体化临床预防服务和群体的社区预防服务的能力，同时又具备一定医学科研能力，使

学生能适应我国 21 世纪卫生事业发展和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人才工作要求。

2.1 知识目标：

 知道预防医学的基本概念、主要任务、工作基本准则和各个分支领域的主要研究方

法。

 理解临床预防服务的概念、内容，在临床场所进行健康行为干预有关的理论和方法，

具体开展控制吸烟使用、身体活动和合理营养指导的方法，以及如何科学地实施第

二级预防来早期发现和及时处理一些健康问题。

 领会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服务与职业病

管理、食品安全与食物中毒、医院安全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处置。

 应用个体行为理论和行为的干预在临床场所开展个体化的健康咨询。

 分析物质环境（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中有害因素与健康的关系。

 综合临床预防服务和社区公共卫生的方法和技能，科学地实施三级预防策略来及时

处理健康问题。

2.2 技能目标：

 具备与环境有关的各类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处理能力。

 具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

 具备从事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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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随时对患者和公众进行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的宣传教育。

2.3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形成“预防为主”的理念，学会预防医学基本思维方式，

并能运用三级预防策略处理医疗保健服务中的有关问题，以适应医疗卫生服务的需

要。

 注重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将多学科知识融合在培养过程中，注重现场调查、实验室分析、统计分析相结合，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实验技能、科研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

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1.预防医学的概述

识记：预防医学的概念、内

容及其特点。

理解：预防医学的意义。

2.健康及其影响因素

识记：健康组成和作用、当

代健康观、影响健康的主要

因素。

理解：健康生态学模型。

运用：能够结合实例列举和

讨论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及健

康生态学模型。

3.三级预防策略

识记：疾病自然史、第一级

预防、第二级预防、第三级

预防。

理解：能够解释三级预防策

略中各级预防的内容和要

点。了解预防医学的价值。

运用：能够比较疾病预防中

高危人群策略和全人群策略

的优缺点。

1.课前预习

2.通过热点问题的介绍，提

问、课堂讨论等形式引导学

生关注身边的大卫生问题。

了解预防医学的价值。

3.借助多媒体课件讲授预

防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和

研究内容；健康组成和作

用；三级预防中各级预防的

内容和要点。

4.通过举例子、数据比较、

图片展示、短视频等向学生

解释健康生态学模型；比较

疾病预防中高危人群策略

和全人群策略的优缺点。

课程思政设计：

1.通过对预防医学的概念、

内容、特点、意义及公共卫

生等知识的学习，用具体的

案例，加深学生理解和掌握

个体、家庭和社区对健康的

影响，使医学生树立预防为

主的思想，意识到在以后的

临床工作中能够应用三级

预防原则及健康生态学模

型做好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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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可以使医学生在今

后的工作中敏锐的察觉和

报告各类公共卫生问题，在

临床工作中能主动参与社

区人群健康工作与个体化

健康维护计划的制订，进而

提高整个人群及个体的健

康水平，深入理解大健康和

大卫生观，树立为人群健康

服务的理念，从而成为促进

人民健康的医生。

2.2019—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广大的一线医务

工作者不顾安危，冲锋在抗

疫的第一线，从早期“上报

疫情第一人”张继先等临床

医生的事迹，以及疫情中期

各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人

员抽丝剥茧调查当地疫情

源头的事迹，既可教授医学

生我国传染病报告制度的

相关知识，也可传递工作中

谨慎细致、不畏困难的崇高

精神。

3.疾病的三级预防思想是

预防医学的核心内容，在讲

授此部分内容时，可以引用

我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如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

治已乱治未乱”，治未病的

主要思想“未病先防、欲病

救萌、即病防变”，这些思

想与现代预防医学的三级

预防理论完全吻合。通过两

者的比较，从而使学生明确

预防医学的基本内容、三级

预防策略以及与临床治疗

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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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与职业责任感。

2 临 床 预

防 服 务

概述

1.临床预防服务基本概念、

临床预防服务内容及实施原

则。

识记：能够知道临床预防服

务与健康管理的概念、临床

预防服务的实施原则和注意

事项。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临床预

防服务的意义、内容。

运用：能够运用临床预防服

务的实施原则开展临床预防

服务。

2.临床预防服务的基本步骤

与实施。

识记：能够知道健康危险因

素、健康风险评估的概念。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临床预

防服务的基本步骤。

运用：能够运用健康风险评

估的步骤进行人群的健康危

险度评价和制定个体化健康

维护计划。

实验内容：健康风险评估

1．能够在临床工作中重视危

险因素的收集并进行评估，

及时发现影响健康的潜在危

险因素，建立健康行为。

2．健康危险度评估作为临床

预防的重要内容，提供了如

何评价危险因素和疾病的发

生和死亡之间数量关系的手

段。本实验的目的是帮助学

生掌握健康危险度评估的原

理和方法。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结合图片、

实际案例

3.课堂讲授

实验设计：

健康风险评估（4 学时）：

1.收集危险因素资料，获取

与评估疾病有关的各项危

险因素的指标。

2.查阅该年龄、性别的危险

分数表，得到各项因素所对

应的危险分数。

3.利用组合危险分数计算

方法计算目前的危险分数。

4.对各项危险因素进行重

新评估，根据改变不良行为

方式后的因素组合，查表获

得各项因素所对应的新危

险分数。

5.利用组合危险分数计算

方法计算目标危险分数。

6.通过目前危险分数、目标

危险分数和一般人群危险

分数的比较，确定发病危险

的类型。

课程思政设计：

1.临床预防服务的实施步

骤，第四个步骤个体化健康

维护计划是在实验健康风

险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在

制定个体化健康维护计划

时，作为临床医生一定要有

丰富的临床知识和预防医

学知识，对评估者进行深入

了解，根据健康风险评估的

结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健

理论 2 学

时,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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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维护计划。临床预防意义

重大，但具体实施好了才能

达到临床预防的目的，所以

在制定健康维护计划时，需

要制定者有丰富的学识、熟

练的评估能力、高度的责任

心、变通灵活能力，临床预

防医学长远来看对人民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于

健康中国和伟大中国的复

兴起着基石作用，所以可以

在临床预防内容、意义和步

骤讲解时，都要渗入这个主

题。

3 健 康 行

为干预

1.健康行为、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

识记：能够知道健康行为、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定

义。

理解：能够比较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的区别与联系。

运用：能够列举健康促进的

主要活动领域和基本策略。

2.健康行为影响因素及健康

行为改变理论

识记：能够知道健康行为影

响因素及健康行为改变理

论、影响健康行为的因素。

理解：能够描述个体水平和

人际水平的健康行为改变理

论内容（健康信念模式、行

为改变阶段模式、社会认知

理论）。

运用：能够应用健康行为分

类鉴别健康行为的利弊。能

够运用健康行为改变理论指

导健康教育实践工作。

3.健康咨询的基本模式与原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结合实际病

历课堂讲授

课程思政设计：

1.2017 年，“爱国卫生运动”

获得了 WHO 颁发的“社会健

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被誉

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

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引导学生对“爱国卫生运

动”内容和特点进行讨论，

并结合“健康中国”战略，

探讨“爱国卫生运动”精神

在新时期健康维护和促进

中的作用，提升课程内容的

生动性，加深学生对我国卫

生成就和国家“健康促进”

的总体策略的了解，提升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培养科学精神和创

新精神，根植预防为主与健

康管理的思想。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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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识记：能够知道健康咨询的

概念及基本模式。

理解：能够描述健康咨询基

本原则。

运用：能够应用健康咨询的

技巧进行健康教育活动。

4 烟 草 使

用 的 控

制

1.烟草使用与二手烟流行

识记：烟草使用、二手烟及

三手烟的定义。

理解：能够了解烟草使用的

方式，熟悉烟草使用的流行

情况。

2.烟草使用与二手烟流行对

健康的主要危害及机理

理解：能够识别烟草使用和

二手烟对健康的主要危害及

机理。了解吸烟与健康关系

的流行病学特点。

3.烟草成瘾干预

识记：烟草依赖疾病的概念、

常用的戒烟药物。

运用：应用 5A 和 5R 法在临

床场所开展戒烟干预，指导

吸烟者合理选用戒烟药物。

熟悉常见的戒烟问题并学会

解答。

4.人群烟草控制策略

理解：了解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FCTC）与人群的控烟策

略（MPOWER）的内容。

1.借助多媒体讲解二手烟、

烟草依赖疾病的概念，戒烟

常用药物，常见的戒烟问

题。

2.通过举例子、列数据、图

片展示、视频等强调吸烟的

危害。

3.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引

导学生学习 5A、5R 戒烟法；

4.简单解释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和人群控烟策略的内

容，引导学生自学。

课程思政设计：

1.医学生不但需要具备疾

病的诊疗知识和技能，也应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除了

治疗疾病之外，也应使患者

明确如何预防疾病。在“烟

草控制”章节中，教师会告

诉学生，烟草控制是医学生

不可回避的责任。医学生首

先要做到自己不吸烟，其次

在临床工作中不能单纯治

疗吸烟导致的疾病，更应该

帮助患者戒烟。

理论 1 学

时

5 合 理 营

养指导

1.合理营养

识记：能够定义营养、营养

素、能量、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的概念。平衡膳食的

概念及基本要求。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的主要内容。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结合实际

案例课堂讲授

课程思政设计：

1.由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素问》中的观点，引出合理

理论 6 学

时，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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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说明人体必需的

营养素及能量，合理营养与

平衡膳食的原则。

2.特殊人群营养

识记：孕妇和乳母、婴幼儿、

儿童、老年人和素食人群的

营养需要和膳食原则。

运用：能够运用营养需要和

膳食原则对特殊人群进行营

养指导。

3.临床营养

识记：基本膳食和治疗膳食

的主要内容。

理解：能够描述临床营养治

疗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4.人群营养状况评价及干预

策略

理解：能够描述膳食调查方

法，人群营养评价指标及人

群营养干预策略。

运用：能够学会糖尿病食谱

编制的方法和步骤。

实验内容：糖尿病食谱编制

1.描述糖尿病食谱编制的方

法与程序；

2.掌握营养成分计算法；

3.掌握食物交换份法；

4.对编制食谱进行评价，评

价其是否满足糖尿病病人的

营养需要。

营养，在了解我国历史悠久

饮食文化基础上，更好理解

课堂知识，同时增强民族文

化自信。

2.讲解我国居民膳食指南

的发展史，分析对比我国不

同年代发布的《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的发展变迁过程，

引导学生认识到我国社会

从“温饱”到“小康”的发

展历程，提高制度自信；通

过最新版膳食指南的学习，

讨论“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

中做哪些改变”等讨论，引

导合理膳食，塑造自主自律

的健康行为。

实验设计：

糖尿病食谱编制（4 学时）：

1．以一名具体的糖尿病患

者为例，根据其病情、年龄

等基本信息，讨论编制此患

者食谱的注意事项，引导学

生思考如何进行食谱的制

定及合理规范的制定程序；

2.分组讨论食谱编制过程

中不同计算方法的异同并

具体编制食谱；

3.对各小组编制的食谱进

行汇总，分别进行评价。

6 身 体 活

动促进

1.身体活动的概念

识记：身体活动、体适能、

有氧运动、无氧运动、运动

处方和静态行为的定义。身

体活动分类。

理解：能够描述身体活动强

度及衡量方法。身体活动总

量的决定因素。

1.通过热点问题的介绍，提

问、课堂讨论等形式引导学

生关注身边的缺少运动、如

何运动等问题；陈述身体活

动的健康效益；引出身体活

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

运动处方和静态行为的定

义。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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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能够应用代谢当量计

算身体活动总量。

2.身体活动与健康

识记：熟记 WHO 有益健康的

身体活动推荐量。

理解：能够解释身体活动的

健康效益和身体活动伤害。

3.临床场所身体活动指导

识记：运动处方的定义、制

定个体化运动处方的原则及

步骤、

理解：能够举例说明制定个

体化运动处方的步骤。

运用：能够设计单纯性肥胖、

2 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等

常见疾病的运动处方，并能

够进行运动安全指导。

4.人群身体活动的促进

识记：人群身体活动评价量

表及分级、人群身体活动影

响因素。

理解：了解人群身体活动促

进策略。

2.借助多媒体课件讲授身

体活动强度的衡量指标和

身体活动总量的决定因素；

应用代谢当量计算身体活

动总量；WHO 有益健康的身

体活动推荐量和国际身体

活动量表。

3.通过举例子、数据比较、

图片展示、短视频等向学生

解释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

的步骤；设计单纯性肥胖、

2 型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

疾病的运动处方。

课程思政设计：

1.针对人体健康知识、运动

知识，精选在日常生活和体

育锻炼中常见问题，使学生

树立“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的概念，为实现“2030 健康

中国”服务。

7 疾 病 的

早 期 发

现 和 处

理

1.疾病的早期发现的方法

识记：疾病普查方法、机会

性筛检方法。

理解：解释疾病的早期发现

的意义。

2.临床场所疾病筛检的方法

与原则

识记：疾病筛检项目时需遵

循的最低标准。实施筛检的

基本程序。

理解：能够讨论确定筛检的

频率，明确以定期健康检查

取代每年全面体格检查。

运用：学会确定一次筛检所

包括的项目。

1.课前预习

2.课堂讲授：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设计一些实

际场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3.总结。

课程思政设计：

1.健康中国就是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落实预防为主，

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疾

病发生，强化早诊断、早治

疗、早康复，实现全民健康。

结合课程教学内容解“健康

中国”理念，想得益彰。为

学生拓展专业知识的同时，

理论 1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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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疾病筛检结果的判读及处

理原则

理解：能够列举并讨论异常

筛检结果的处理原则，列举

不适宜的筛检技术。

普及了以“共建共享、全民

健康”为战略主题的健康中

国理念，强调了疾病的早期

发现和处理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增强学生专业认同

感。

8 传 染 病

预 防 与

控制

1.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策略与

措施

识记：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

的定义、预防接种的种类和

医院感染的含义。定义疫源

地和流行过程。

理解：能够描述传染病发生

的条件和流行过程的环节。

熟记法定报告的甲类和乙类

传染病。

运用：能够讨论传染病的预

防控制策略。

2.计划免疫：

计划免疫的定义及疫苗的效

果评价

识记：计划免疫的定义

理解：了解影响传染病流行

过程的因素。我国计划免疫

方案和免疫效果评价方法。

常见人兽共患传染病的基本

概念。医院感染的影响因素

和预防控制措施。新时期传

染病流行特点和对策。

1.利用多媒体给学生讲授

理论知识。通过举例、板书，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

2.结合案例，学生分组讨

论。分析案例，加深学生对

我国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策

略与措施的理解。

课程思政设计：

1.根据课程知识，结合有关

疫情防控的案例，比如在讲

解保护人群健康措施时，通

过陈薇院士在抗击 SARS、埃

博拉病毒以及研制新冠疫

苗中的英雄事迹，启发学生

培养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

和勇攀科学高峰的使命担

当。

2.传染病一直严重威胁人

类健康，在对抗传染病的过

程中，我国数位公共

卫生先驱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鼠疫先锋”伍连得、“糖

丸爷爷”顾方舟、“血防卫

士”苏德隆等，可针对性结

合上述专家的具体事迹介

绍，将传染病三大流行环节

及计划免疫的相关知识以

及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达给学生。

理论 1 学

时

9 慢 性 非

传 染 性

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现状及防治策略

1.结合实例，利用多媒体，

讲解慢性病的概念、主要危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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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 的

预 防 与

管理

识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定义。

理解：了解慢性病的国内外

流行特征，能够列举和讨论

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管理

识记：疾病管理、慢性病管

理、慢性病自我管理的概念。

慢性病管理和自我管理的内

容。

理解：描述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管理的原则。描述慢性病

的防治策略和措施。了解国

内外慢性病管理和自我管理

的发展状况

运用：应用慢性病自我管理

模式支持慢性病患者进行自

我管理。

险因素、慢性病管理、慢性

病自我管理等内容。

2.通过图片展示、数据对

比，介绍慢性病的国内外流

行特征、慢性病管理和自我

管理的发展状况。

3.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讲

解慢性病防治策略和措施。

4.通过引导、讨论、启发式

等方式学习慢性病自我管

理的内容以及如何支持慢

性病患者进行自我管理。

课程思政设计：

1.随着社会发展及老龄人

口的迅速增加，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已成为全球的主要

死因及疾病负担。同时，随

着现代医学向“生物-心理-

社会”模式的转变，医学的

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推

动医学与理、工、文等多学

科的联动发展正成为当今

医学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医

学与大数据、信息化、AI、

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与精

准健康管理是为当前的热

门研究方向以以及未来的

发展趋势。因此，在课程“慢

性病预防与控制”中，引入

“糖尿病与 AI-慢性病管理

的智能化探索”素材，介绍

瑞金医院宁光院士团队利

用智能信息化手段，研发了

“瑞宁知糖”APP 开展糖尿

病的预防和控制，探索糖尿

病治疗、预防和管理的新途

径和新模式，将医学研究的

科学创新精神与“上医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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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思想相结合，体现了

医学研究中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践行“三级预防”的

精神。

10 环 境 卫

生

1.人类的环境及环境因素

识记：环境、环境相关疾病、

自然环境、原生环境、次生

环境、环境污染、一次污染

物、二次污染物、生物标志

物的概念。

理解：能够描述环境组成因

素。能够解释食物链和生物

放大作用在环境污染及对健

康危害中的作用和意义。理

解剂量-反应关系、剂量-效

应关系。

运用：了解决定环境有害因

素对健康影响的因素。

2.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

识记：公害病、煤烟型烟雾、

光化学型烟雾、温室效应、

酸雨、大气棕色云团、不良

建筑物综合征、建筑物相关

疾病、化学物质过敏症、介

水传染病的概念。

理解：能够描述环境有害因

素的来源及其对健康的危害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

壤污染等）。

运用：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应

用环境卫生知识收集疾病相

关的环境接触史。

3.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识记：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的

概念。

理解：能够讨论缺碘性甲状

腺肿、地方性氟中毒等生物

1.课堂讲授理论知识，通过

图片展示、短视频等手段介

绍环境污染的现状。

2.采用环境污染相关疾病

的案例分析和视频资料，结

合事例，讲解环境污染相关

疾病的识别和处理。

课程思政设计：

1.介绍人类与环境的辨证

关系，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人与环境的统一性、人改造

环境的能动性及机体与周

围环境之间保持着动态平

衡等内容。通过这部分内容

的讲授，让学生以辩证法的

观点认知和把握环境与健

康的规律。

2.十九大明确指出：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

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内

容与“环境污染与健康”关

系密切，通过在课堂中引入

相关的时事政治内容，使学

生能及时了解我国的大政

方针政策。

3.日本水俣病流行及危害

（视频教学），强调环境污

染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增强

环境保护意识。

实验设计：

理论 6 学

时，

实践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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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性疾病的病因、诊

断、治疗及预防原则。

4.环境污染的预防与控制

环境污染物的危害度评价

识记：环境有害因素的预防

和控制策略。

理解：能够描述环境污染物

的危险度评价

运用：能够列举“公害事件”

并讨论其危害及如何预防。

实验内容：

一、环境有关疾病接触史采

集

1.培养学生在临床思维中的

环境医学观念和意识；

2.掌握在临床诊断过程中收

集暴露信息的内容和方法。

二、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测定。

1.描述酚试剂分光光度法测

定甲醛的原理；

2.知道甲醛测定的目的和意

义；

3.知道本次实验的操作步骤

及注意事项；

4.能够分析评价实验结果。

一、环境有关疾病接触史采

集（约 2 学时）：

1．结合案例，提出问题，

使学生了解为什么要进行

环境接触史信息采集；

2.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进行

环境接触史信息采集，分组

讨论并列举需要询问的问

题，共同学习环境接触史询

问表；

3.汇总询问表信息进行临

床诊断。

二、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测定

（约 2学时）：

1.讲授本次实验的目的原

理和操作步骤；

2.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操作；

3.教师指导，总结分析实验

结果。

11 职 业 卫

生 服 务

与 职 业

病管理

1.职业相关疾病的种类与特

点

识记：职业病、法定职业病、

工作有关疾病、职业性伤害

的定义。

理解：熟悉职业病的特点。

比较职业病与一般疾病的不

同。熟悉常见的工作有关疾

病。

运用：能够解释职业病、工

作有关疾病和职业性伤害与

临床学科的关系。

2.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健康

1.课前预习。

2.课堂讲授：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案例、设计

一些实际工作场景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

课程思政设计：

1.在相关知识点充分挖掘

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培养高

尚的职业素养，用老一代科

学家的奋斗精神鼓舞学生，

通过学科发展史、职业病诊

断、治疗、标准的发展史展

理论 6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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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

识记：职业性有害因素、刺

激性气体、窒息性气体、可

吸入性粉尘、呼吸性粉尘、

尘肺、高温作业、中暑、噪

声、非电离辐射、职业紧张

的定义。

理解：熟悉职业性有害因素

的分类。能够描述职业性有

害因素及其所致的职业病和

工作有关疾病。

3.法定职业病的诊断与管理

识记：熟记职业病诊断、治

疗、处理和预防原则以及职

业病报告制度。

理解：了解职业病诊断、职

业病报告以及职工工伤与职

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的程序。

4.职业卫生服务与健康监护

识记：职业卫生服务、职业

人群健康监护、医学监护和

职业环境监测的概念。职业

人群健康监护的主要内容。

理解：能够列举和讨论职业

卫生服务实施的原则及主要

内容。讨论岗前、在岗期间

（定期）、离岗时和应急的

健康检查意义。

运用：学会对职工健康监护

资料进行健康状况分析。

5.职业病相关疾病的预防管

理

识记：职业病的三级预防原

则。

运用：能够结合实例开展职

业病的预防服务。

现一代一代公卫人体现出

来的职业操守和钻研精神。

12 食品安

全与食

1.食品安全概述

识记：能够定义食品安全、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结合实际案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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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毒 食品污染、食品添加剂和食

源性疾病；能够列举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原则。

理解：能够描述食品安全的

重要性和当前存在的隐患；

能够识别食源性疾病范畴和

基本特征；能够识别食品中

一些常见污染物及非法添加

物的来源、危害，描述其预

防措施。

2.食物中毒

识记：能够定义食物中毒；

能够列举各类食物中毒的中

毒原因（常见细菌性食物中

毒；化学性食物中毒；有毒

动植物食物中毒；真菌毒素

和霉变食品中毒）。

理解：能够描述食物中毒的

分类、特点、诊断、治疗原

则、预防措施；能够从多方

面比较各类食物中毒的异同

点。

运用：能够综合应用所学知

识开展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

与处理。

例课堂讲授

课程思政设计：

1.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在食品安全教学环节，

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分别介

绍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

因、影响因素和防控措施，

可通过具体案例说明在食

品生产、加工、流通的每个

环节都需要明确食品安全

责任，树立安全责任意识。

2.诚以养德，信以立身：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防

在先，掌握如何预防可能存

在的食品安全隐患，有可能

存在的食品安全和质量问

题，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危害

因素和关键控制点进行客

观和科学地分析、切实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食品安全与

质量，维护人们的身体健

康，引导学生树立爱岗敬

业、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确保食品质量与安全。

13 医 疗 场

所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1.医院常见健康有害因素及

其来源

识记：定义医院安全管理的

相关概念。

理解：能够描述医院专业有

害危险因素、医院环境有害

危险因素、医院管理方面的

有害危险因素、医院社会性

有害危险因素及其影响。

2.医院安全防范措施

识记：能够列举患者安全防

范措施、医务人员安全防范

措施。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体、结合实际案

例课堂讲授

课程思政设计：

1.通过一些医院的安全典

型实例（如宿州眼球事件、

深圳妇儿医院严重感染事

件等），结合课程内容，使

学生认识到医院场所健康

安全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树

立爱岗敬业、增强安全意

识。

理论 1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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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及

其 应 急

策略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

念、分类和应急预案识记：

定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

念与分类。

理解：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

2.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应

急处理

识记：群体不明原因疾病特

点和事件分级、临床救治原

则及防护措施。

理解：熟悉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现场调查与病因分析、

现场控制措施。了解群体性

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理工作

原则、应急处置的组织体系

及职责。

运用：学会传染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和

医院感染控制指导原则。

3.急性化学中毒的应急处理

识记：急性化学中毒的特点、

临床表现、诊断及急救原则。

4.电离辐射损伤的应急处理

识记：描述电离辐射事故的

放射防护。

理解：熟悉电离辐射事故受

照人员的医学处理原则、应

急措施。了解放射性污染控

制的原则及应急措施。

实验内容：

一、防护用品穿脱

1．识别不同环境对应的防护

服等级；

2.陈述穿脱防护服的要点；

3.做到快速、准确穿脱防护

服。

二、案例讨论

1.课堂重点为突发公共为

社工事件的概念和分类；群

体不明原因疾病特点和事

件分级、临床救治原则及防

护措施。

2.组织学生在课堂进行现

场演练，并在课堂进行讨

论。

课程思政设计：

1.教学内容结合我国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学

习医务工作者抗疫事迹，培

养学生家国情怀和职业操

守。《预防医学》的授课对

象为医学专业学生，其未来

职业大多数为医务工作者。

课程以参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医

务工作者为榜样，介绍其在

防控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承

担的风险，使学生深切感知

医务工作者的天职，产生情

感共鸣，进而树立对生命的

敬畏和对责任的担当，培养

其家国情怀和职业操守。

实验设计：

一、防护用品穿脱（约 2 学

时）：

1.讲授本次实验的目的和

内容安排；

2.播放视频资料，讲解防护

服穿脱的正确顺序及注意

事项；

3.学生分组模拟穿脱防护

服。

二、案例讨论（约 2 学时）：

1．结合案例，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制定合

理论 3 学

时，

实践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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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案例学习和讨论，识

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

念、特点、分类；

2.领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的现场控制措施；

3.现场模拟突发事件现场，

有学生进行应对并分组对各

环节进行讨论。

理规范的现场应急措施；

2.根据讨论结果分组制定

现场控制措施并进行现场

模拟；

3.对各小组表现进行评价，

提出应对过程中的问题。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在教学理念和教学设计方面，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倡导学生进行以问题式

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性学习，任课教师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课堂提问式、师生互动式、

课堂讨论式等，以达到激发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的目的。

在课堂教学、实验室教学中建议运用以下教学模式：（1）PBL 教学模式。具有以问题为基

础，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这种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发掘教师自身创造潜能大有裨益。（2）网络化教学，充分利用

对分易等网络教学平台，加大本课程对学生自主学习的介入力度。（3）启发式教学模式。

教师运用比喻、比较、举例、肢体语言等方式对一些枯燥的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增强

理论的形象性及趣味性，提高教学效果。（4）讨论式教学模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

能动性，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口

头表达能力与参与讨论能力。（5）互助性和合作性学习模式。特别提倡学生之间互帮互学，

实验中提倡团队精神，提高学生的团队和协作能力。（6）个性化教育模式。提倡教师注意

学生的个性，指导学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不断完善自己，顺利完成学业。（7）自主性

学习模式。自主性学习是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提倡学生需要加强自学。在教材中及辅助教

材中选择些相对较为简单的章节让学生自己学习。老师对学生的自学效果进行检测。

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增加综合性实验和

设计型实验的比例。组织学生进行现场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参观学习，并要求学生写出现场参观调查报告，增强学生对

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的感性认识和理解。通过多媒体教学、观看录象、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实验操作和现场参观等，使学生能将医学的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30%-40%，单元测试占 20%，期末考试

占 40%-50%。

4.3 教材选编：

（1）傅华主编，《预防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7版。

（2）王春平主编，《预防医学实验》，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 版。

（3）朱启星主编，《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2018 年，第 9版。

（4）孙长颢主编，《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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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克敌主编，《环境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8版。

（6）邬堂春主编，《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8版。

（7）吴群红主编，《卫生应急管理》，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第 1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鉴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立网络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及网络试题库。《预

防医学》课程以智慧树网络在线课程为载体，已建立慕课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学习方式，加大本课程对学生自主学习的介入力度。

执笔：张利平

审核：张利平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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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病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48

学分：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和

患病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变化；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

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诊断及治疗的工作要求。病理学

以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寄生虫学、医学微生物

学和医学免疫学为基础，也是病理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以及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

儿科学、传染病学等临床各课程的基础。病理学的教学内容分为总论（普通病理学）和各论

（系统病理学）两大部分。总论主要研究和阐述各种疾病时的基本病理变化和发生发展的共

性规律；各论是在总论学习的基础上，研究和阐述各种不同疾病发生发展的特殊规律。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常见疾病的发病原因、病理变化及临床病理联系，并能

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能进行合理整合建构，了解病理学诊断在疾病诊断中的地位及病理学

最新前沿动态等；学生能应用病理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对临床常见疾病进行初步诊断、预防

及预后判断，能应用病理学知识来理解解释临床课程中的相关知识，能利用病理学知识对民

众进行常见疾病的科普宣传，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创新意识和批判思维。

2.1 知识目标：

 知道病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各系统器官的正常解剖及组织学结构。

 领会人体结构的异常形态与功能，领会常见疾病的基本病理变化。

 应用正常结构深化理解主要疾病的病理变化。

 分析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和疾病的转归，分析基本病理知识与相关专

业及与临床的联系。

 综合疾病时机体功能和代谢的变化解释临床病理联系。

 评价常见疾病的病理诊断价值。

2.2 技能目标：

 掌握病理基本病变及常见疾病病变的大体标本及切片的观察方法，正确描述病变，

分析病变性质，做出病理诊断。

 掌握常见疾病的病变绘图技术，能够分析本课程知识解释和判断常见疾病的临床表

现及并发症。

 了解临床病理检验工作制度和内容。

 具有一定的临床思维与表达能力、文献查阅能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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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积极、乐观的品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意识。

 尊重、关心和爱护病人，体现人文关怀，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领会：病理学的内容、任务，病理学

在医学中的地位，病理学常用的诊断

和研究方法，病理学的发展和学习方

法。

到图书馆或者上网了

解病理学的发展历史

和有名的病理学家。

理论 1 学

时

2 第一章

细胞和组

织的损伤

和适应

1.细胞和组织的适应

知道：细胞和组织适应的定义和形态

学类型；萎缩、肥大、增生和化生的

概念、类型和形态学特点。

领会：肥大和增生的区别。

分析：适应性反应的机制。

评价：判断不同的刺激引起的适应的

类型。

2.细胞和组织的损伤

知道：可逆性损伤的概念、主要类型

和病理变化；不可逆性损伤—细胞坏

死的概念、基本病变、类型、结局和

病理变化。

领会：可逆性损伤和不可逆性损伤的

区别。

分析：损伤发生原因和机制。

评价：案例或者临床工作中不同损伤

的类型及危害。

3.凋亡和细胞老化

分析：凋亡和细胞老化的机制及特

点。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学生结合生活

体验认识适应和损伤。

理论 4 学

时

3 第二章

损伤的修

复

1.再生

知道：再生的概念；不同类型细胞的

再生潜能。

领会：完全性再生、纤维性修复的区

别；

分析：组织再生的机制和过程；细胞

再生的影响因素。

评价：判断损伤的修复类型。

2.纤维性修复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理论 1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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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肉芽组织的形态及作用。

领会：瘢痕组织的形态及作用。

分析：肉芽组织和瘢痕组织的形成过

程及机制。

3.创伤愈合

知道：创伤愈合的概念和类型。

领会：皮肤创伤愈合和骨折愈合的基

本过程。

分析：影响创伤愈合的因素。

评价：案例或者临床工作中不同损伤

愈合的类型。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学生结合生活

体验认识如外伤、手术

后机体的修复情况。

4 第三章

局部血液

循环障碍

1.充血和淤血

知道：充血的概念和类型；淤血的概

念和病理变化。

领会：充血和淤血的区别。

分析：淤血发生的原因。

评价：淤血和充血对机体的影响。

2.血栓形成

知道：血栓形成的概念、类型和结局。

领会：血栓形成的过程。

分析：血栓形成的条件和机制。

评价：血栓对机体的影响。

3.栓塞

知道：栓子的概念；栓塞的概念和类

型。

领会：栓子的运行途径。

分析：不同体积的栓子引起肺动脉栓

塞的后果不同。

评价：栓塞对机体的影响。

4.梗死

知道：梗死的概念、类型和病理变化。

领会：贫血性梗死和出血性梗死的区

别。

分析：梗死发生的原因和条件。

评价：梗死对机体的影响和结局。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学生说说自己

见过的相关血液循环

障碍的疾病，分析它们

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理论 3 学

时

5 第四章

炎症

1.炎症概述

知道：炎症的概念、基本病理过程及

病变特点。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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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炎症的原因。

分析：炎症的发生机制。

评价：利用炎症的基本病变的特点，

能够合理的解释炎症疾病过程的临

床表现。

2.急性炎症

知道：急性炎症的病理学类型。

领会：急性炎症过程中血管的变化及

白细胞的反应。

应用：利用急性炎症过程中渗出特点

的不同，判断临床疾病中急性炎症的

可能类型。

分析：炎症介质在炎症发生中的作用

及类型。

评价：急性炎症的结局。

3.慢性炎症

知道：慢性炎症的一般特点及类型。

慢性肉芽肿性炎形成的过程及病变

特点。

运用：根据慢性炎症的特点，加强炎

症性疾病的临床病理联系，学会通过

实验室检查及临床特点分析判断炎

症的类型及进展。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学生根据生活

中发生的多种炎症来

从微观角度认识炎症。

6 第五章

免疫性疾

病

1.系统性红斑狼疮

知道：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般情况。

领会：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理变化。

分析：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因和发病

机制。

2.继发性免疫缺陷病

知道：艾滋病的一般发病情况。

领会：艾滋病的病理变化和临床病理

联系。

分析：艾滋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系统性红斑狼疮和艾

滋病。

理论 0.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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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六章

肿瘤

1.肿瘤的概述

知道：肿瘤的概念。

领会：肿瘤形成的过程。

运用：深入理解肿瘤的概念，从肿瘤

发生的角度上掌握肿瘤的形态特点。

2.肿瘤的形态

知道：肿瘤的一般形态及组织形态；

分化与异型性的概念。

理解：肿瘤生物学行为与肿瘤形态的

关系；分化、异型性及肿瘤恶性程度

的关系。

运用：利用肿瘤的形态特点，判断肿

瘤的生物学行为及特点；运用肿瘤分

化及异型性的关系，充分理解肿瘤病

理类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过程。

3.肿瘤的命名与分类

知道：肿瘤的命名原则与分类。

领会：各种肿瘤的命名。

评价：根据病理诊断判断肿瘤的良恶

性。

4.肿瘤的生长与扩散

知道：肿瘤的生长方式及扩散。

领会：良恶性肿瘤生长方式及扩散形

式的机制。

运用：根据肿瘤生长方式及扩散过

程，进行良恶性肿瘤的诊断及鉴别诊

断。

5.肿瘤的分级和分期

知道：肿瘤的分级和分期的概念。

领会：肿瘤的分级和分期在临床工作

中的应用。

6.肿瘤对机体的影响

知道：良恶性肿瘤对机体的不同影

响。

应用：根据机体的表现及早发现肿

瘤。

7.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区别

知道：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区别。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结

合当前肿瘤类疾病的

发病率高、危害性强等

临床特点抛出问题，展

示具有震撼力的肿瘤

图片，引起兴趣；结合

图片展示帮助理解肿

瘤的形态、生长及扩

散，用胃癌扩散的例子

引导学生总结学习到

的常见的恶性肿瘤的

扩散途径，动画短片总

结肿瘤的发生、发展及

扩散过程；图片展示结

合临床病例讲解肿瘤

的分级、分期及常见的

良、恶性肿瘤。

3.雨课堂测试题评估

学生课堂上对重点知

识的掌握情况，最后通

过典型病例总结升华。

4.引入结合时事的临

床思政案例，如湘雅医

学院“大体老师”吴

思的案例，一方面引起

学生对肿瘤发病年轻

化的重视，一方面教导

学生敬畏生命、感恩遗

体捐献者。

理论 5.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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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常见肿瘤举例

知道：癌与肉瘤的概念及区别。

领会：上皮性肿瘤与间叶性肿瘤的形

态特点及临床特点。

应用：利用上皮性及间叶性肿瘤的形

态学特点，进行癌与肉瘤的诊断及鉴

别诊断。

9.癌前疾病（或病变）、异型增生和

原位癌

知道：癌前疾病、异型增生和原位癌

的概念。

领会：癌前疾病、异型增生和原位癌

的关系及异同点。

应用：根据癌前疾病、异型增生和原

位癌的特点，理解肿瘤发生的过程。

10.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

知道：原癌基因、抑癌基因。

领会：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

应用：根据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理

解肿瘤的生物学特点及演进。

评价：评价科研在探索肿瘤发生分子

机制方面的作用。

11.环境致瘤因素

知道：肿瘤发生的化学因素、物理因

素及生物性因素。

领会：致瘤因素的致瘤机制。

应用：根据肿瘤常见的致瘤因素，深

入理解肿瘤的三级预防。

12.肿瘤与遗传

知道：遗传因素对肿瘤的影响。

领会：常见的遗传性肿瘤综合征。

8 第七章

环境和营

养病理学

知道：环境污染和职业暴露的概念、

原因；个人暴露-成瘾及其相关疾病；

肥胖症、营养不良等影响性疾病。

学生自学

9 第八章

遗传性疾

病和儿童

疾病

知道：遗传性疾病和儿童疾病的类型

和常见举例。

学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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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九章

心血管系

统疾病

1.动脉粥样硬化

知道：正常动脉的结构，动脉粥样硬

化的基本病理变化、动脉粥样硬化的

合并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好发位

置、分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

的类型，心肌梗死的类型、心肌梗死

的顺序性病理变化及合并症。

领会：正常动脉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展，动脉粥样硬化对各脏器的影响；

冠心病的临床表现。

应用：根据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表现

和实验室生化检测指标判断心肌梗

死的面积和位置。

分析：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因及发生机

制，动脉粥样硬化的演化过程。

2.高血压

知道：良性高血压及恶性高血压定

义、分类。良性高血压的基本病理变

化。

领会：良性高血压对脏器的影响。

应用：区分原发性和继发性高血压，

高血压的防治策略。

分析：良性高血压的发病机制。

综合：搜集高血压患者的病史和临床

资料，探寻发病原因和机制，提出治

疗措施。

3.风湿病

知道：风湿病的定义、病因。风湿病

基本病理变化。

领会：风湿病对心脏、皮肤、关节和

神经系统的影响。

应用：如何确诊患者患有风湿性心脏

病。

分析：风湿病的发病机制。

4.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肌病、心肌炎

知道：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病原因、

病理变化、预后，心肌病类型、发病

机制、典型的病理变化，心瓣膜病的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猝死案例、问题引导式

教学方法为主，重点解

决疑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心血管系统疾病，正确

指导自己及家人进行

心血管保健行为。

理论 5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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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类型、病理变化及对机体的影

响，心肌炎发生病因、病理变化。

领会：根据心瓣膜病的类型解释患者

不同的临床表现。

应用：区分亚急性和急性感染性心内

膜炎。

11 第十章

呼吸系统

疾病

1.肺炎

知道：正常肺部机构，大叶性肺炎、

小叶性肺炎、病毒性肺炎的定义、性

质、发生原因、发病特点，基本病理

变化。

领会：各种肺炎的临床病理联系。

应用：根据病理变化区分大叶性和小

叶性肺炎。

分析：根据肺炎病例的临床表现，分

析具体的发病机制。

2.慢性阻塞性肺病

知道：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类型，慢性

支气管炎的定义、病因、基本病理变

化。

领会：根据各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基

本病理变化领会患者临床病理联系。

应用：根据临床表现推断可能患病类

型。

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病机制。

综合、评价：评价各种慢性阻塞性肺

病的预后，并提供疾病预防的方法。

3.肺硅沉着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知道：肺硅沉着病的病因、病理变化

和并发症，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发病

原因。

领会：肺硅沉着病、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的临床表现。

应用：肺硅沉着病患者是否达到职业

病。

分析：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发生慢性肺

源性心脏病的机制。

4.鼻咽癌、肺癌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猝死案例、问题引导式

教学方法为主，重点解

决疑难问题。首先复习

呼吸系统的正常结构，

然后重点学习需要理

解和分析的内容，结合

当前呼吸系统疾病的

发病率高、危害性强等

临床特点，举一个临床

病例，从诊断、鉴别、

治疗等多个方面，结合

临床特点，展开重点知

识的讲述，最后让学生

自己总结提纲式内容，

利于学生把握主体框

架内容。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理论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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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鼻咽癌的病因、发病特点、好

发位置，病理类型，鼻咽癌的临床表

现。肺癌的发生原因、组织起源，大

体类型和组织学类型。

领会：鼻咽癌患者出现不同表现的原

因；肺癌的临床表现。

应用：根据肺癌患者的临床表现判断

发病位置。

分析：鼻咽癌、肺癌的发生机制。

综合及评价：根据肺癌患者肿瘤的位

置、大小、组织学分类、分子学特征

判断患者的预后。

12 第十一章

消化系统

疾病

1.Barrett 食管、胃炎

知道：知道食管、胃脏的正常结构；

Barrett 食管、胃炎的概述、类型和

病理变化。

领会：Barrett 食管、胃炎的临床病

理联系。

分析：Barrett 食管、胃炎的发病机

制。

应用、综合、评价：根据病理检测结

果判断临床病例的疾病诊断、推断预

后。

2.消化性溃疡

知道：消化性溃疡的概述及病理变

化。

领会：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表现。

分析：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机制。

综合、评价：消化性溃疡的结局及并

发症。

3.炎症性肠病

知道：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病

理变化。

4.病毒性肝炎

知道：病毒性肝炎的病因、基本病理

变化、各临床病理类型及病变特点。

领会：各种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表现。

分析：病毒性肝炎发病机制。

1.课前线上自学，让同

学联系常见的消化系

统疾病，引入相关病例

讨论。

2.以学生为中心，以消

化性溃疡为例，详细的

讲述消化系统疾病的

病因、发病机制、病理

变化和临床病理联系；

在肝胆疾病部分，以肝

硬化为例，讲述病毒性

肝炎和肝硬化的病理

变化及临床病理联系。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引入课程思政内容：

肝炎公益疫苗等。

5.结合理论知识分析

总结肝硬化病例，融会

贯通地分析知识点。

理论 6 学

时



264

应用、综合、评价：根据病理检测结

果判断病毒性肝炎的类型及预后。

5.肝硬化

知道：肝硬化的病因、病理变化。

领会：肝硬化的临床病理联系。

分析：肝硬化的发病机制及分型。

应用、综合、评价：肝硬化转归及并

发症。

4.消化系统常见肿瘤

知道：食管癌、胃癌、大肠癌、原发

性肝癌的病理类型和病理变化。

领会：胰腺癌的病扩散与转移及临床

病理联系。

分析：食管癌、胃癌、大肠癌、原发

性肝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应用、综合、评价：食管癌、胃癌、

大肠癌、原发性肝癌的预后。

13 第十二章

淋巴造血

系统疾病

1.淋巴结良性病变

知道：正常淋巴结机构、反应性淋巴

结炎的病理变化。

领会：能够说明淋巴结特殊感染的病

理变化。

2.霍奇金淋巴瘤

知道：霍奇金淋巴瘤的特征性细胞和

其病理分型。

领会：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病理特

点。

分析、综合、评价：根据霍奇金淋巴

瘤的病理学特点、组织类型及其与预

后的关系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

3.非霍奇金淋巴瘤

知道：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类型及特

点。

领会：淋巴细胞的分化与非霍奇金淋

巴命名的关系。

分析：根据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病理特

点及临床特征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

4.髓系肿瘤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结合霍奇金淋巴

瘤的发现和命名方式，

将科学家追求真理实

事求是的品质融入课

程讲授中。

5.引导学生生活中遇

到的淋巴造血系统疾

病病人分析疾病的分

类和诊断。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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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髓系肿瘤的概念及分型，各型

病因及病变特点，临床病理联系

领会：髓系肿瘤的病变特点及临床病

理联系。

分析：髓系肿瘤的病理特点及临床特

征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

14 第十三章

泌尿系统

疾病

1.肾小球疾病

知道：肾脏正常解剖学结构和组织学

结构。各种类型肾小球肾炎的基本病

理变化。

领会：病变与正常结构的区别，各种

类型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病理联系。

应用：应用临床肾脏活检、尿液检查

推断可能的病理类型。

分析：肾小球疾病的发病机制。

综合、评价：用肾小球疾病的病理学

知识来综合评价疾病的类型、进程及

预后。

2.肾小管间质性炎症

知道：急性、慢性肾盂肾炎的病理变

化。

领会：急性、慢性肾盂肾炎的临床病

理联系。

应用：应用尿液检查等推断可能的肾

小管间质性炎症的病理类型。

分析：肾盂肾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疾病的类型、

进程及预后。

3.肾和膀胱常见肿瘤

知道：肾细胞癌、肾母细胞瘤和尿路

上皮肿瘤的病理变化。

领会：肾和膀胱常见肿瘤的临床病理

联系。

综合、评价：用病理学知识来对肿瘤

进行监测或预防。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引导学生比对

正常结构，领会各种肾

脏炎症的特点，正确理

解各种肾脏疾病的名

称和病理类型的关系，

引导学生列表比对各

种肾脏疾病的区别。

理论 3 学

时

15 第十四章

生殖系统

和乳腺疾

1.子宫颈疾病

知道：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早期浸

润癌的概念；子宫颈癌的基本病变特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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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征。

领会：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子宫颈癌

的临床病理联系。

分析：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发病机

制。

应用、综合、评价：对宫颈疾病进行

预防及预后判断。

2.子宫体疾病

知道：子宫体癌的基本病变特征。

领会：子宫内膜腺癌的临床病理联

系。

分析：子宫内膜癌的病因和发病机

制。

3.滋养层细胞疾病

知道：滋养层细胞疾病的分类和病理

特征。

领会：滋养层细胞疾病的临床病理联

系。

分析：滋养层细胞疾病发病机制。

应用、综合、评价：对滋养层细胞疾

病进行鉴别诊断及预后判断。

4.卵巢肿瘤

知道：卵巢肿瘤的分类和病理特征。

领会：卵巢肿瘤的临床病理联系。

应用、综合、评价：对卵巢肿瘤进行

鉴别诊断和预后判断。

5.乳腺疾病

知道：粉刺癌和派杰病的概念；乳腺

癌的基本病变特征

领会：乳腺癌的临床病理联系。

应用：乳腺癌的病因和转移途径。

综合、评价：用病理学知识来对女生

“两癌”进行监测或预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5.引导引导学生比对

正常结构，讲述生殖系

统及乳腺疾病的理论

知识，设计子宫颈炎、

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

癌、绒癌、乳腺癌等临

床病例供学生讨论，结

合理论知识分析总结

病例，融会贯通地分析

知识点。

16 内分泌系

统疾病

1.弥漫性非毒性甲状腺肿

知道：能够知道弥漫性非毒性甲状腺

肿的概念及各时期的病理形态特点。

领会：弥漫性非毒性甲状腺肿的临床

病理联系。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理论 1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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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够说明弥漫性非毒性甲状腺

肿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应用、综合、评价：能够根据弥漫性

非毒性甲状腺肿的病理学特点及临

床特征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预后判

断。

2.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

知道：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的概念及

病理形态特点。

领会：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的临床病

理联系。

分析：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的病因及

发病机制。

应用、综合、评价：根据弥漫性毒性

甲状腺肿的病理学特点及临床特征

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预后判断。

3.甲状腺肿瘤

知道：各种类型甲状腺肿瘤的的病理

形态特点。

领会：各种类型甲状腺肿瘤的临床病

理联系。

应用、综合、分析：能够根据各种类

型甲状腺肿瘤的病理学特点及临床

特征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预后判

断。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结合我国食盐补碘

的国策有机融入弥漫

性非毒性甲状腺肿的

讲授中有机融入课程

内容。

5.引导学生结合生活

中遇到的甲状腺疾病

病人理解疾病的分类

和形态学。

17 第十六章

神经系统

疾病

1.神经系统疾病的基本病变

知道：神经组织的基本病变。

领悟、应用：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的并

发症和临床病理联系。

2.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知道：急性化脓性脑膜炎、流行性乙

型脑炎的病理变化及临床病理联系。

领会：急性化脓性脑膜炎、流行性乙

型脑炎临床病理联系。

分析：急性化脓性脑膜炎、流行性乙

型脑炎的发病机制。

应用、综合、评价：急性化脓性脑膜

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鉴别诊断及预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引导引导学

生回顾神经系统解剖

学结构基础上采用比

较的方法进行讲授，在

每种病变时都要强调

不同之处，让学生在领

会中掌握知识。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理论 1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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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内容。

18 第十七章

感染性疾

病

1.结核病

知道：结核病的基本病变。原发性及

继发性肺结核病的病变特点。继发性

肺结核病的分类。

领会：肺外器官结核病的病变特点。

血源播散引起的粟粒性结核病的病

变特点。

分析：结核病的发病机制。

应用、分析、评价：利用结核病基本

病变的转化规律评价不同类型结核

病的鉴别诊断及预后及预防措施。

2.伤寒

知道：伤寒的病因及病理变化。

领会：伤寒的临床病理联系。

分析：伤寒的发病机制。

应用、分析、评价：伤寒的鉴别诊断、

预后及预防。

3.细菌性痢疾

知道：细菌性痢疾的病因、分类及病

理变化。

领会：细菌性痢疾的临床病理联系。

分析：细菌性痢疾的发病机制。

应用、分析、评价：细菌性痢疾的鉴

别诊断及预后。

4.性传播疾病

知道：尖锐湿疣、梅毒、淋病的病因、

传播途径和病理变化。

领会：梅毒的临床病理类型及临床病

理联系。

应用、分析、评价：梅毒的鉴别诊断、

预后及预防措施。

5.阿米巴病

知道：阿米巴病的病因、病理变化。

领会：阿米巴病的感染途径及临床病

1.课前线上自学，提出

疑难问题。

2.线下采用多媒体讲

授，以学生为中心，以

案例、问题引导式教学

方法为主，重点解决疑

难问题。讲解结核病、

伤寒、细菌性痢疾、阿

米巴病和血吸虫病的

特点，通过归纳总结的

方法对比不同肠道病

变的病理学特点，示范

并引导学生擅于利用

归纳、比较和总结的方

法学习知识，讲解正确

的学习方法（思政）。

3.采用雨课堂等对学

生掌握情况进行随堂

测试。

4.讲解传染病的特点

及防治方法，引入我国

应对新冠肺炎的各项

有效举措，激发学生的

爱国情怀，将思政元素

有机融入课程内容。

5.引导学生结合生活

体验认识各类传染病

的病理变化及预防治

疗。

理论 5 学

时



269

理联系。阿米巴肺脓肿及阿米巴肝脓

肿的病变特点。

分析：阿米巴病的发病机制。

应用、分析、评价：阿米巴病的鉴别

诊断、预后及预防措施。

6.血吸虫病

知道：血吸虫病的病因基本病理变

化。

领会：血吸虫病的感染途径、主要器

官的病变及临床病理联系。

分析：血吸虫病的发病机制。

应用、分析、评价：血吸虫病的鉴别

诊断、预后及预防措施。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利用慕课平台和智慧树平台进行线上预习，线下教学引入

案例式教学方法为主，结合 PBL 教学方法等多种教法，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逐步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基础医学与中医学知识的相互渗透，努力

践行学校倡导的中医学生的早临床教育。并组织病理学绘图大赛、思维导图大赛等各类知识

竞赛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运用病理学知识的机会，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从而促使学

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病理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4.2 评价方法：

教学评价以考查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学生发展为本位。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

注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全程评价，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教育功能。本课程的考核评

价分为主要分为 4 部分：智慧树线上学习 10%+日常测验 20%+实验考核 20%+期末终结性评价

50%。智慧树线上学习按照相应要求，完成预习、单元测试、期末测试；日常测验进行病理

学总论、各论相应单元的测试；实验考核内容包括实验观察切片并绘图、临床病例分析、综

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实验态度及出勤等；期末终结性评价由学校统一组织，闭卷笔试。

4.3 教材选编：

 步宏，李一雷主编，《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版。

 李玉林主编，《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第 8 版。

 陈杰，周桥主编，《病理学》（供 8年制及 7年制中医学等专业用），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年，第 3 版。

 刘雨清主编，《人体显微结构学实验》，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 版。

 陈杰，步宏主编，《临床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 年，第 2 版。

 王恩华主编，《病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3 版。

 VinayKumar，AbulAbbas，JonAster 主编，《Basicpathology》，Elsevier 出版集团，

2017 年，1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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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以慕课平台及“智慧树”平台为依托，建立了以临床案例引导的微课式病理学在线课程，

提供丰富教学资源，能够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

 引进医学形态学数字化教学平台，提供大量的病理学大体标本和实验切片，为病理学教

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执笔：张红霞

审核：张宝刚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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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病理生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56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关键词：课程地位、主要功能、与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见基本病理过程及系

统器官病理生理学相关的基本概念、病因、发生机制、临床表现等；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

力和对典型的病例进行分析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高素质应用型中医学的工作要求，它要以

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基础医学综合实验-1、检体

诊断学、实验诊断学、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临床技能学、外科学总论、精

神病学、传染病学、神经病学、眼科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皮肤性病学、口腔科学

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知道：与病理生理学知识密切联系的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知识。

 领会：能够区别病理生理学各个章节中不同的基本概念，说明各基本病理过程及系

统器官病理生理学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对机体功能代谢的影响及相应的防治原则。

 应用：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基本病理过程的原因及机制。

 分析：能够从较为复杂的临床案例中分析其所包含的各种基本病理过程、基本病理

过程与病因和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

 综合：能够将复杂案例中包含的基本病理过程有机组合起来，形成疾病，建立具体

基本病理过程与具体疾病间的内在联系。

 评价：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及查阅资料等方法判断基本病理过程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

施是否得当。

2.2 技能目标：

 具备运用所学病理生理学知识解释常见疾病现象的能力。

 具备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对典型的病例进行分析的能力。

 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查阅资料加强对知识点理解。

2.3 素质目标：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学素养，立志献身医学事业。

 具备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树立真诚、正直、团队合作和领导力等素养。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课时

1 疾病概论 教学内容： 1.自学，锻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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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疾病的相关概念：健康、亚健康及疾病。

2.病因学：病因及条件。

3.发病学：一般规律及基本机制。

4.疾病的转归：康复及死亡。

知道：亚健康的概念及原因。

领会：健康、疾病、病因、条件（诱因）及脑死

亡的概念；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基本机制

及转归；判断脑死亡的依据及脑死亡的意义。

应用：能够应用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疾

病治疗的原则性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所包含的病因、条件、

一般规律及基本机制，并提供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出现的病因、条件、转归等

有机关联，并与疾病联系起来。

评价：能够判断康复或死亡的诊断结论是否得

当。

自主学习能力。

2.教师课堂强调

本章重点内容。

2 水、电解质

代谢紊乱

教学内容：

1.正常水、钠代谢：体液的容量和分布、电解质

成分、渗透压，水的生理功能和平衡，体液容量

和渗透压的调节。

2.水、钠代谢障碍的分类：低渗性脱水、高渗性

脱水、水中毒及水肿的原因、机制及代谢功能变

化。

3.水肿：水肿的发生机制、特点及代谢功能变化。

4.钾代谢障碍：正常钾代谢及生理功能；钾代谢

障碍的原因和机制及代谢功能变化。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水、电解质代谢及调节。

领会：低渗性脱水、高渗性脱水、水中毒、水肿、

低钾血症及高钾血症的概念、原因与机制、代谢

功能变化及相应的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应用：能够解决脱水征、脱水热、心性水肿、肾

性水肿等的原因和发生机制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所包含的水、电解质

代谢紊乱的类型，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出现的各种水、电解质代谢

紊乱类型有机关联，并与疾病联系起来。

评价：能够判断水、电解质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6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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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否得当。

3 酸碱平衡紊

乱

教学内容：

1.体液酸碱物质的来源，酸碱平衡的调节。

2.反映酸碱平衡状况的常用指标及意义。

3.单纯性酸碱平衡紊乱：代谢性酸中毒、呼吸性

酸中毒、代谢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

4.混合性酸碱平衡紊乱：双重性酸碱失衡、三重

性酸碱失衡。

5.酸碱平衡紊乱判断的基本原则。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酸碱平衡调节途径。

领会：反映酸碱平衡状况的常用指标及意义；代

谢性酸中毒、呼吸性酸中毒、代谢性碱中毒、及

呼吸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代谢功能变

化及相应的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应用：能够解决各种酸碱平衡紊乱类型中血气指

标变化的机制、CO2麻醉发生机制等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所包含的酸碱平衡紊

乱的类型，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出现的各种酸碱平衡紊乱类

型有机关联，并与疾病联系起来。

评价：能够判断酸碱平衡紊乱的诊断结论及治疗

措施是否得当。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6 学

时

4 缺氧 教学内容：

1.常用的血氧指标。

2.缺氧的分类、原因和发生机制。

3.缺氧时机体的代谢功能变化。

4.治疗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机体氧的获得与利用。

领会：常用的血氧指标、缺氧的分类、原因、机

制、代谢功能变化及治疗的病理生理基础。

应用：能够根据低张性、血液性、循环性和组织

性缺氧的发生病因、机制及代谢功能变化解决相

应的缺氧血氧指标及临床表现的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各个缺氧类型，并提供

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血氧指标变化、机体的代谢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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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变化及影响与疾病建立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缺氧类型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施

是否得当。

5 发热 教学内容：

1.发热的概念。

2.病因和机制：发热激活物、内生致热源、发热

时的体温调节机制。

3.发热时代谢功能变化。

4.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体温升高的类型及常见原因。

领会：发热的概念、病因和机制、代谢功能变化

及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应用：能够举例说明发热激活物、内生致热源，

并能解决发热时相寒战期、高峰期、退热期的体

温调节机制及代谢功能的改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判断发热、病因和机制

及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发热的原因、代谢功能变化

与疾病建立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发热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施是否

得当。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2 学

时

6 应激 教学内容：

1.概述：应激、应激原和全身适应综合症的概念。

2.应激的发生机制：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反应、应

激时的免疫反应、急性期反应及细胞应激反应。

3.应激时机体的代谢功能变化。

4.应激与疾病：应激与躯体疾病，应激与心理、

精神障碍。

5.病理性应激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机体的神经内分泌。

领会：应激、应激原全身适应综合症、应激性溃

疡的概念；应激的发生机制、代谢功能变化、应

激与疾病及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应用：能够举例说明应激原、能够解决应激的神

经内分泌反应、细胞应激反应的原因和机制以及

应激时机体的代谢功能变化。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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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应激及基本应激反应表

现，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应激与躯体疾病，应激与心

理、精神障碍建立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应激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施是否

得当。

7 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

教学内容：

1.机体的凝血与抗凝血功能。

2.凝血与抗凝血功能紊乱。

3.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病因、机制、诱因、分期、

代谢功能变化。

4.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凝血抗凝血功能及其紊乱。

领会：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概念、常见病因、机

制、诱因、分期、代谢功能变化及防治的病理生

理基础。

应用：能够解决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病因及机

制、DIC引起出血、休克、脏器功能障碍及贫血

的发病机制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

病因、诱因及机制，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的病因及各种临床表现有机

关联，并建立与疾病的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诊断结论及

治疗措施是否得当。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3 学

时

8 休克 教学内容：

1.休克的概念、病因及分类。

2.休克的发生机制：微循环障碍学说及细胞分子

机制。

3.休克的细胞代谢改变及器官功能的变化。

4.几种常见休克的特点：失血性休克、脓毒性休

克、过敏性休克及心源性休克。

5.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血压的调节。

领会：休克的概念、病因、分类及发生机制；休

克的细胞代谢改变及各系统器官的代谢功能变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理 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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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几种常见休克的特点及防治的病理生理基

础。

应用：能够解决休克肺、休克肾、多器官功能综

合征等的原因和发生机制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休克的病因、类型，

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休克的病因及临床表现有机

结合，并建立与疾病的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休克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施是否

得当。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9 缺血-再灌

注损伤

教学内容：

1.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概念。

2.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原因和条件。

3.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机制。

4.缺血-再灌注损伤时机体的代谢功能变化。

5.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自由基的正常生成及代谢；细胞内钙离子

的转运与调控。

领会：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概念、发生原因和条

件、发生机制、代谢功能变化及防治的病理生理

基础。

应用：能够解决活性氧生产异常增多、钙超载、

无复流现象等的发生机制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原

因和条件、发生机制，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的病因及各种临床表现有机

关联，并建立与疾病的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诊断结论及治

疗措施是否得当。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3 学

时

10 心功能不全 教学内容：

1.心功能不全的概念、病因、诱因与分类。

2.心力衰竭的发生机制：正常心肌舒缩的分子基

础、心肌收缩性减弱、心室舒张功能异常。

3.心力衰竭时机体的代偿反应：心脏代偿及心外

代偿。

4.心功能不全时临床表现的病理生理基础。

5.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理 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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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知道：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过程。

领会：心力衰竭的概念、病因、诱因、分类、发

生机制、机体的代偿反应、心功能不全时临床表

现的病理生理基础及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应用：能够解决心力衰竭临床表现中出现的劳力

性呼吸困难、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端坐呼吸、

心性水肿等相关原因及发生机制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心力衰竭的病因、诱

因、发生机制及机体的代偿反应，并提供诊断依

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的病因及各种临床表现有机

关联，并建立与疾病的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心力衰竭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施

是否得当。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11 肺功能不全 教学内容：

1.呼吸衰竭的概念、类型。

2.呼吸衰竭的原因和发病机制。

3.呼吸衰竭时主要的代谢功能变化。

4.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机体氧气的获得过程。

领会：呼吸衰竭的概念、分类、病因、发生机制、

代谢功能的变化及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应用：能够解决利用呼吸衰竭的病因及发生机

制，如限制性通气不足、阻塞性通气不足、换气

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解决临床中ARDS、COPD

等疾病引发的相关问题。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呼吸衰竭的类型及发

生机制，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将病例中的病因及各种临床表现有机

关联，并建立与疾病的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呼吸衰竭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施

是否得当。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3 学

时

12 肝功能不全 教学内容：

1.肝功能不全的概念、分类及病因。

2.肝功能不全时机体的代谢功能变化。

3.肝性脑病的概念、发病机制及诱因。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理 论

2 学

时



278

4.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肝脏的主要功能。

领会：肝功能不全时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肝

性脑病的发病机制、诱因及防治的病理生理基

础。

应用：能解决肝性脑病临床分期表现，如扑翼样

震颤、锥体束征阳性等发病机制及决定和影响肝

性脑病发生的因素。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出肝功能不全临床综合

症的表现及发病机制，并提供诊断依据。

综合：能够从病例中判断肝功能不全疾病发生发

展，将肝性脑病病因、诱因与发生机制建立联系。

评价：能够判断肝性脑病的诊断结论及治疗措施

是否得当。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13 肾功能不全 教学内容：

1.肾功能不全的概念。

2.急性肾衰竭的病因与类型。

3.少尿型急性肾衰竭的发病经过、发生机制、少

尿期的代谢紊乱。

4.非少尿型急性肾衰竭。

5.慢性肾衰竭的病因、发病过程、发生机制及代

谢功能的变化。

6.尿毒症的机体代谢功能变化及发病机制。

教学要求：

知道：正常肾脏的主要功能及机制。

领会：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和尿毒症的概念，

急性肾衰竭的病因、类型、发病机制及代谢功能

的变化；慢性肾衰竭的病因、发病机制及代谢功

能的变化；尿毒症的发病机制及代谢功能的变

化。

应用：能够解决急性肾衰竭时水中毒、高钾血症

“死亡三角”以及慢性肾衰竭时肾性高血压、肾

性骨营养不良等机体代谢功能变化的病因及机

制。

分析：能够从病例中分析判断肾功能不全疾病的

类型、发病机制、代谢功能的变化。

综合：能够以病例分析为基础，将疾病的各个临

床表现特点系统化，与疾病发生机制建立联系。

1.利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理论讲授。

2.以临床案例贯

穿课程的始终。

在授课的过程中，

结合所学知识，与

学生一起对案例

进行分析。

3.采用雨课堂随

时对学生掌握情

况进行课堂测试。

4.将思政元素有

机的融入课程内

容，使课程回归育

人的目的。

理 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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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能够判断急性、慢性肾衰竭的诊断结论及

治疗措施是否得当。

14 缺氧 教学内容：

制作乏氧性缺氧、CO中毒性缺氧及亚硝酸盐中毒

性缺氧的模型，观察小鼠的各种变化并进行抢

救。

教学要求：

知道：缺氧相关的理论知识；小白鼠的捉拿、酒

精灯使用、腹腔注射等常用操作技术。

领会：各种类型缺氧模型的制作方法。

应用：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分析：缺氧实验的原理、可能的实验结果及可能

出现的意外情况。

综合：能够自主设计综合性实验。

评价：能够对实验讲义内容、同学的实验操作流

程及实验论文内容进行评价。

1.课代表群布置

任务，学生课前分

组设计实验；

2.实验课时学生

自主综合实验；

3.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考核；

4.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评价；

5.实验课后教师

点评总结；

6.学生撰写实验

论文。

实 验

4 学

时

15 失血性休克 教学内容：

制作失血性休克的动物模型，观察动物表现并进

行抢救。

教学要求：

知道：休克相关的理论知识；气管插管、动脉插

管的手术操作方法。

领会：制作失血性休克的动物模型的方法；休克

的主要表现及抢救措施。

应用：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验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

分析：休克的实验原理、可能的实验结果及可能

出现的意外情况。

综合：能够自主设计综合性实验。

评价：能够对实验讲义内容、同学的实验操作流

程及实验论文内容进行评价。

1.课代表群布置

任务，学生课前分

组设计实验；

2.实验课时学生

自主综合实验；

3.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考核；

4.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评价；

5.实验课后教师

点评总结；

6.学生撰写实验

论文。

实 验

4 学

时

16 急性肺水肿 教学内容：

制作家兔急性肺水肿的动物模型，观察动物的表

现。

教学要求：

知道：肺水肿相关的理论知识。

领会：制作家兔急性肺水肿的动物模型的方法；

肺水肿的主要表现及抢救措施。

1.课代表群布置

任务，学生课前分

组设计实验；

2.实验课时学生

自主综合实验；

3.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考核；

实 验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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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验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

分析：急性肺水肿的实验原理、可能的实验结果

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综合：能够自主设计综合性实验。

评价：能够对实验讲义内容、同学的实验操作流

程及实验论文内容进行评价。

4.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评价；

5.实验课后教师

点评总结；

6.学生撰写实验

论文。

17 肝性脑病 教学内容：

制作肝性脑病动物模型，观察动物的表现。

教学要求：

知道：肝性脑病相关的理论知识。

领会：制作肝性脑病动物模型的方法；实验动物

常规的局部麻醉和肝大部切除、十二指肠插管的

方法；氨中毒对大脑的毒性作用和临床表现。

应用：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验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

分析：肝性脑病的实验原理、可能的实验结果及

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综合：能够自主设计综合性实验。

评价：能够对实验讲义内容、同学的实验操作流

程及实验论文内容进行评价。

1.课代表群布置

任务，学生课前分

组设计实验；

2.实验课时学生

自主综合实验；

3.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考核；

4.教师对学生操

作进行评价；

5.实验课后教师

点评总结；

6.学生撰写实验

论文。

实 验

4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理论讲授。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阅读参考文

献、书籍为辅，要求学生随课程进度完成预习、复习和习题练习任务。积极采用师生互动的

启发式教学，大量使用讨论法、在课程中引入案例等生动有效的教学方法，实施情景教学，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效率，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对典型的病例进行分析的能力。在

课程教学过程中，有机的融入思政元素，使课程回归育人的目的。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实验占 25-35%，单元测试占 15-25%，期末考核

占 50%。

4.3 教材选编：

教材：石增立王万铁主编，《病理生理学》案例版，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三版。

参考书目：

王建枝钱睿哲主编，《病理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第九版。

王建枝殷莲华主编，《病理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八版。

金惠铭主编，《病理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第六版。

刘同美主编，《病理生理学随堂练》，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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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教研室主编《病理生理学》案例版（科学出版社）第二版及第三版，为“十二五”普

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在全国20多所医学院校使用。

以“智慧树”为依托，在山东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http://sdmooc.zhihuishu.com/）

开 设 病 理 生 理 学 在 线 课 程 ， 另 具 有 病 理 生 理 学 教 学 网 络 教 学 平 台

（http://blshlx.wfmc.edu.cn）。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丰富（包括教案、教学大纲、习题

集、授课计划、教材等网络资源，可供学生在线自学），课程网站畅通，能够很好地发挥辅

教辅学功能，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执笔：郭军堂

审核：郭军堂

付文玉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7月 18日

http://blshlx.wfm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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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药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80

学分：4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中医学的桥梁学科，是各专业必修的专业主修课，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用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培养学生临床

合理用药的能力；为学生能适应日后职业工作要求，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奠定基础。药理学学

科跨度比较大，课程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系统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病理生理学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

学等临床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药理学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药物的分类、药物的体内过程特点、药物的药理作用、

临床用途、不良反应和禁忌证。知道药物的常用剂型、药物相互作用。能够利用所学理论知

识分析病例用药，指导患者合理正确用药。通过临床用药实例锻炼学生观察分析和准确的判

断能力，养成自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1 知识目标：

 知道药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药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领会作用于各系统的药物中各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不良反

应及用药注意事项；对其他各类常用药物的分类、作用特点、临床应用及主要不良

反应进行归纳比较，为临床合理用药奠定理论基础。

 应用理论所学不同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初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分析临床实际病例的一般症状和病情，结合各类药物的特点，选择合理的药物进行

个体化疾病治疗。

 综合课程理论基础，判断临床实际病例用药治疗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根据患者的

具体病情变化进行用药指导和改进。

 评价具体患者在临床药物治疗中用药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

同时尽量避免不良反应发生。

2.2 技能目标：

 具备对个人、家庭、社区的药学服务对象开展用药咨询的药理基础知识。

 具备对常见病患者用药期间的病情变化与药物作用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和初步分

析的能力；对选用药物的合理性进行初步评价的能力。

 掌握药理学的基本实验技能和实验方法，初步具备对事物进行客观的观察、比较、

分析、综合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有学习和更新药理知识的能力及运用药理知识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2.3 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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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高尚、灵活、开放的人文精神。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牢固的专业思想、正确的学习目标、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第一篇药

理学总论

教学内容

1.绪言、药物代谢动力学

2.受体理论与药物效应动力学

3.实验：常用实验动物的基本操作技能、

药物量效关系实验、LD50 测定实验

知道：药物、药品、药理学、药效学、药

动学、副作用、过敏反应、反跳现象、依

赖性、效能、效价强度、治疗指数、激动

剂、拮抗剂、首关消除、半衰期、生物利

用度、药酶诱导剂、药酶抑制剂、肝肠循

环等概念。

领会：药动学的主要参数及其临床意义；

总结药物不良反应的类型及特点；受体的

概念和特性，受体的类型；受体的调节；

药物量效关系的实验方法、量效曲线绘制

及意义。

应用：能够用药动学和药效学理论描述影

响药物作用的因素。

分析：通过实际临床药物，分析药物对机

体和机体对药物的处置过程和特点。通过

LD50 测定和半数致死量实验的测定和计

算，分析药动学参数对临床用药的意义。

综合：分析机体对药物的处置过程特点及

药物对机体作用的规律性。

评价：通过病例分析药物应用的基本原

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利用多媒体

系统进行理论

讲授，穿插启

发式、PBL、比

较法等教学方

法 与 学 生 互

动。

2.通过实际药

物图形导入授

课内容，激发

学 生 学 习 兴

趣，启发学生

主动思考。

3.总结理顺药

物作用基本理

论，对学生问

题进行答疑。

4.通过实验操

作及实验设计

锻炼学生的动

手能力及科研

思维。

理论 6 学

时，实验 8

学时

2 第二篇传

出神经系

统药

教学内容

1.传出神经系统药理概论

2.胆碱受体激动药和作用于胆碱酯酶药

3.胆碱受体阻断药

4.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

1.利用多媒体

系统进行理论

讲 授 ， 穿 插

PBL、比较法等

教学方法与学

理论 9

学时

实验 8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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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

6.实验：磺胺嘧啶血浆半衰期测定、传出

神经药物对家兔血压的作用

知道：传出神经受体的类型、分布及效应；

传出神经药物的作用方式和分类。

领会：毛果芸香碱、阿托品、肾上腺素、

去甲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酚妥拉明

和β受体阻断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主要不良反应及其应用注意事项。

应用：传出神经系统几个重点代表药物的

临床用药情况分析，其他临床常用药物新

斯的明、山莨菪碱、东莨菪碱、多巴胺、

麻黄碱的特点及应用，并与各类代表药物

进行比较总结出优缺点，选择合理的治疗

药物用于临床。

分析：通过临床实际用药实例分析作用于

胆碱能和肾上腺素能受体的药物应用，以

避免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综合：能够通过简单的病例判断受体激动

药和阻断药分别用于治疗的疾病情况。

评价：通过病例讨论的阐明作用于传出神

经系统受体的药物应用是否合适，需要注

意哪些问题。

生互动。

2.通过分析日

常人体不同生

理状态的变化

导 入 授 课 内

容，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启

发学生主动思

考的能力。

3.总结每类药

物的应用原则

和注意事项，

对学生问题进

行答疑。

3 第三篇中

枢神经系

统药

教学内容

1.镇静催眠药

2.抗精神失常药

3.镇痛药

4.解热镇痛抗炎药

5.实验：药物的镇痛作用实验、病案讨论

知道：苯二氮卓类药物地西泮、镇痛药吗

啡和哌替啶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主要

的不良反应和禁忌证。对乙酰氨基酚、吲

哚美辛和布洛芬的作用、应用和不良反

应。

领会：理解解热镇痛抗炎药的共性；阿司

匹林的药理作用与剂量关系、临床应用、

不良反应和用药注意事项。中枢性镇痛药

1.利用多媒体

系统进行理论

讲 授 ， 穿 插

PBL、比较法等

教学方法与学

生互动。

2.通过简单的

临床病例导入

授课内容，激

发学生学习兴

趣，启发学生

主动思考的能

力。

3.总结并比较

理论 6

学时，实验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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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原则及注意事项。通过观察哌替啶

和罗通定的镇痛作用，理解扭体法的镇痛

试验方法及镇痛作用强弱比较。

应用：根据各类药物的特点，结合疾病的

临床症状、并发症、禁忌症等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选择典型病例进行用药讨论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分析：通过临床病例用药中出现的情况分

析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以避免出

现严重不良反应。

综合：能够通过简单的病例判断药物的应

用特点，比较解热镇痛抗炎药与吗啡等镇

痛药的不同。

评价：通过病例讨论的阐明镇静催眠药、

镇痛药、解热镇痛药应用是否合适及给药

原则。

每类药物的应

用原则和注意

事项，对学生

问题进行答

疑。

4.通过实验操

作及实验设计

锻炼学生的动

手能力及科研

思维，通过典

型病案讨论提

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4 第四篇心

血管系统

药

教学内容

1.抗高血压药

2.抗心绞痛药

3.抗心力衰竭药

4.抗心律失常药

5.利尿药

6.实验：利多卡因抗电刺激诱发心律失常

的作用

知道：常用抗高血压药的分类及代表药

物；利尿药、β受体阻断药、钙拮抗剂、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和 AT1 受体阻

断药的降压作用、应用和不良反应；硝酸

酯类、β-受体阻断药、钙通道阻断药抗

心绞痛作用、应用和应用注意事项。尿液

的形成及利尿药的作用基础；血容量扩充

药的作用与应用。

领会：硝酸甘油与普萘洛尔合用的优缺

点；ACEI 及 AT1 拮抗药治疗 CHF 的作用；

强心苷的药理作用及其机制，临床应用、

不良反应及防治。铁制剂、叶酸、维生素

B12、肝素、香豆素类的药理作用、临床

1.利用多媒体

系统进行理论

讲授，侧重应

用案例分析教

学，穿插PBL、

比较法等教学

方法与学生互

动。

2.通过日常多

见的心血管疾

病发生事件导

入授课内容，

提醒学生吸取

教训，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的能力。

3.总结每类药

物的应用原则

和注意事项。

4.案例分析由

理论 12

学时

实验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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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和不良反应；呋塞米和氢氯噻嗪的药

理作用、临床应用、主要不良反应和应用

注意事项；脱水药甘露醇的作用与应用。

应用：通过病例分析，结合高血压、心力

衰竭、心绞痛、出凝血性疾病等的发病情

况及并发症情况，结合药物的作用特点，

合理选择药物如一线抗高血压药治疗原

发性高血压、ACEI 治疗心衰、利尿药治

疗心血管病等，严格按照药物合理使用原

则，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保证治疗效果。

根据作用于血液系统药物的具体特点，具

体分析可以使用药物的疾病情况。

分析：通过临床实际用药实例分析治疗高

血压、心力衰竭、心绞痛、水肿、出凝血

性疾病的药物的应用，合理使用药物，以

避免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综合：能够通过病例分析，判断各类治疗

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具体使用原则和

注意事项。

评价：通过临床常见的病例，让同学讨论

分析的各类的药物应用是否合适，对于心

血管系统疾病的治疗尤其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

学生自主讨

论，通过查阅

课本、课外学

习资料解决，

最后对学生问

题进行答疑。

5 第五篇内

分泌系统

药

教学内容

1.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

2.甲状腺激素及抗甲状腺药

3.治疗糖尿病药物

知道：生理情况下糖皮质激素、甲状腺激

素、胰岛素的分泌及调节。

领会：糖皮质激素类药的生理和药理学作

用，甲状腺激素和抗甲状腺药的药理学作

用特点，胰岛素及其他降血糖药的药理作

用及特点。

应用：能够通过病例明白糖皮质激素类

药、甲状腺激素及抗甲状腺药、胰岛素和

其他降血糖药在临床不同疾病中的应用

及用药注意事项。

1.利用多媒体

系统进行理论

讲 授 ， 穿 插

PBL、比较法等

教学方法。

2.通过临床病

例导入授课内

容，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3.学生查资料

并讨论药物的

应用15分钟，

提出疑问。

4.总结每类药

理论 6 学

时

实验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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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临床实际病例分析各类药物应

用，应该如何避免出现相关不良反应。

综合：能够通过简单的病例判断可以用于

治疗的药物及用药原则。

评价：通过病例治疗后效果的反馈明白药

物应用是否合适，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物的应用原则

和注意事项，

对学生问题进

行答疑。

6 第六篇化

学治疗药

教学内容

1.抗菌药物概论

2.喹诺酮类抗菌药

3.β-内酰胺类抗生素

4.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5.大环内酯类及其他抗生素

6.抗肿瘤药

7.实验：链霉素毒性反应及氯化钙的解

救；实验设计、实验测验

知道：能够解释抗菌药物、化学治疗、抗

菌谱、化疗指数、抗药性基本概念。各类

抗肿瘤药物分类及代表药物。

理解：抗菌药物的抗菌作用机制、细菌抗

药性产生途径；机体、病原体、抗菌药三

者之间的关系和抗菌药物的应用原则。

领会：青霉素 G、头孢菌素类、红霉素、

氨基糖苷类的药动学特点、抗菌谱、耐药

性、适应证及主要不良反应；喹诺酮类抗

菌药和磺胺类抗菌药的抗菌作用及机制、

临床应用、主要不良反应。各类抗肿瘤代

表药的主要特点。通过实验现象加深链霉

素的神经肌肉麻痹这一毒性作用的理解。

应用：根据化疗药物的特点结合患者病情

等合理选择药物积极治疗，减少化疗类类

药物的不良反应。通过实验设计锻炼学生

科学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分析：比较各类抗菌药物抗菌作用特点，

通过病例分析不同感染和肿瘤发生时选

择正确的治疗药物的依据和原则，避免或

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综合：根据药物的分类和作用特点，理解

合理用药原则，判断并选择合适的治疗感

1.利用多媒体

系统进行理论

讲 授 ， 穿 插

PBL、比较法等

教学方法与学

生互动。

2.通过不同的

感染病例和病

原微生物独特

的外形导入授

课内容，激发

学 生 学 习 兴

趣，启发学生

主动思考的能

力。

3.总结每类药

物的应用原则

和注意事项。

4.通过实验加

深学生对基础

知识的理解，

确立的科学思

维方法，以增

强学生科学研

究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理论 9

学时，实验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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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肿瘤的药物。

评价：通过几个病例分析，学生自行讨论

后进行反馈，明白药物应用是否合适。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在《药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针对课程的专业地位和教学任务，灵活运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通过简练、生动的课堂引导，逐步完成学习目标。

教师授课时必须结合教材，明确提出本章节的重点、难点，并通过启发式教学、PBL、

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模式，使学生较容易地掌握课程知识。对重点药物要适当介绍其历史背

景和研究进展，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授课时必须把学习能力的培养贯穿在教学内容和过程的始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努力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让学生形成科学的学习和思维

方式，为今后高效、严谨工作态度奠定基础。

突出学生主体。在讲授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尽量采用“互动式”、“引导式”，如小组

讨论、典型案例分析讨论、PBL、研究性教学、项目教学等方式，拓宽学生的思路，深化对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促进他们积极和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教师必须指导学生阅读有关文献和开展科学研究，重视实验动手能力培养，使学生熟悉

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了解药理学研究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方法。同时利用标准病例、多媒体

病例展示来讲解分析，组织讨论，整个教学过程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鼓励学生自愿

组成药理学习研究兴趣小组，探讨药理学的有关知识，

4.2 评价方法：

本课程采用过程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在考核过程中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考核

内容参照职业技能考核的相关内容与要求。考核标准以药学执业能力需求为标准。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

考核包括课堂表现、网课学习等，注重阶段性测试考核，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实验考核主要从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和实验操作技能测试进行评价。

4.3 教材选编：

 杨宝峰主编，《药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 版。

 王玉良主编，《机能实验学》，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包括相关教辅材料、信息技术应用、网络资源等。目前已经开放的网络课程资源比较丰

富，有开放的精品课程网站、录制的微课、学习通软件。

学校对精品课程建设给与大力投资，每年在市场调研和教师推荐的基础上，购进大量医

学类、药学类图书，为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最新的图书资料。

图书馆设有图书、期刊、电子、音像等 8个阅览大厅。学校为 CNKI 数据库的共享单位，

建有《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论文数据库》和《外文学术资源整合数据库》。

药理学教研室联合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等教研室自编《机能实验学》实验教材，内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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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的内容，并增加不正确用药的示例，目的是增强学生在工作中执行医嘱的能力，拓宽

学生的视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实践性。

执笔：张秀荣

审核：赵春贞 阎芳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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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卫生法学》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的限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树立卫生法治意识，掌

握卫生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我国卫生法律基本制度；培养学生依法行医的意识，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律手段分析、解决和评价医疗活动中各种法律行为和事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在依法

治国的大背景下，适应日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要求和工作要求。它要以思想道德与法

治、形势与政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用高等数学、医用物理学、基础化学、有机

化学、计算机文化基础、大学英语、军事理论、文献检索、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

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形态实验学 1、病

理生理学、机能实验学、预防医学、临床技能学、细胞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医学统计学、

全科医学概论、临床思维与综合能力训练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思想政治理论

实践课、体育、局部解剖学、药理学、中医学、检体诊断学、实验诊断学、外科学、内科学、

妇产科学、儿科学、外科学总论、精神病学、传染病学、眼科学、耳鼻喉头颈外科学、皮肤

性病学、口腔科学、医学遗传学、形态实验学 2、基础医学综合实验、流行病学、循证医学、

临床免疫学导论、整形美容外科学、中医针灸、临床药理学、医患沟通与技巧、医学影像学、

核医学、急救医学、肿瘤学、麻醉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卫生法学》是高等教育中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重要

科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增

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将其培养成集医学知识、技能和卫生法规于一体的综合型人才。能辨

别医疗合法与非法行为，明确自己在医疗卫生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正确履行岗位职责，

依法行医，能综合运用卫生法规知识与技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工作，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为今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奠定基础，并为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奠定良好基础。

2.1 知识目标：

 知道卫生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国家有关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

 领会各项卫生法律制度的具体含义和价值。

 应用卫生法律法规指导医疗卫生工作实践，具备解决卫生领域法律问题的思路和能

力。

 分析医疗卫生领域相关事件，辨别相应卫生法律关系及其涉及的主要知识点。

 综合运用卫生法治思维和卫生法律知识分析、处理相关领域的法律问题。

 评价了解卫生法学与医学论理学等相关课程的衔接、配合与分工，提炼依法管理医

疗卫生事业的价值和意义，进而探索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其改进措施。

2.2 技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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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树立卫生法治意识和思维，能够进行医疗卫生事件的主体认定和性质判断。

 正确运用卫生法律法规和卫生法学理论知识指导医疗卫生工作实践。

 能够综合所学知识，形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合作

和交流能力。

 能够运用法律手段分析、解决和评价卫生领域各种法律行为和事件，具备一定的应

用能力，特别是在卫生执法方面的实践能力。

 具备自我学习和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和初步科学研究的能力。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实事求是、遵纪守法的科学审慎态度。

 具有良好的执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具有终身学习和勇于创新的理念和能力。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卫生法基础

1.卫生法基础知识

2.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识记：卫生法的概念、分类与

作用，卫生法的形式、效力，

卫生法的解释，卫生法的守法、

执法和司法，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

理解：卫生法的特征，卫生法

律体系。

分析：能够基于卫生法基础知

识，分析辨别不同卫生法律法

规的渊源类型和效力等级。

1.利用多媒体、结

合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大纲的考试

要点进行卫生法

基础知识的系统

讲解。

2.探讨卫生法学

对医疗卫生事业

的引领性和时代

需求性。

2

2
医疗机构管理

法律制度

1.概述

2.医疗机构执业

3.登记和校验

4.法律责任

识记：医疗机构的界定、服务

宗旨，医疗机构执业管理，登

记与校验，法律责任。

理解：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医

疗机构法治建设。

应用：在明确医疗机构执业规

1.课前预习，利用

多媒体、结合社会

热点案例进行医

疗机构管理法律

制度讲授。

2.帮助学生树立

依法行医的法治

意识和正确的职

业价值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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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基础上依法行医，指导执

业实践活动。

3 医师法律制度

1.概述

2.考试和注册

3.执业规则

4.考核和培训

5.法律责任

识记：医师的概念，医师的基

本要求及职责，医师资格考试

和注册制度，执业规则，考核

和培训，法律责任。

理解：医师法的法治建设，医

师资格考试的改革。

应用：能够基于新的医师法进

行医师资格考试的报考和注册

活动。

分析：能够对医师执业注册类

型进行分辨。

评价：能够依法评判合法行医

与非法行医行为。

1.课前预习，利用

多媒体、结合社会

热点案例进行医

师法律制度讲授。

2.帮助学生树立

依法行医的法治

意识，具备良好的

医疗执业水平，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发扬人道主

义精神，弘扬“敬

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崇高职

业精神。

2

4
药品管理法律

制度

1.概述

2.药品管理

3.假劣药管理制度

4.药品分类管理制度

5.特殊药品管理制度

6.ADR 报告和监测管理制度

7.处方管理制度

识记：药品的概念，假劣药管

理制度，药品分类管理制度，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

办法，处方管理制度。

理解：医疗机构及其相关人员

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应用：能够将药品管理法律法

规知识应用于医疗领域新的情

境、解决实际问题。

分析：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医

1.课前预习，利用

多媒体给学生介

绍药品管理法律

制度的相关知识。

2.结合《药品管理

法》和社会热点，

通过电影《我不是

药神》的核心解读

帮助学生掌握假

劣药管理制度。

3.通过案例讨论

帮助学生树立依

法用药、依法管药

的法治意识，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

金钱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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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法律知识分析药品管理相关

案件。

综合：运用医药法治思维，依

法规范医疗过程中的用药行

为。

评价：药品管理的意义。

5
精神卫生法律

制度

1.概述

2.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

防

3.精神障碍的诊断和预防

4.精神障碍的康复

5.法律责任

识记：能够知道精神卫生相关

概念、工作方针、原则和管理

机制，精神障碍诊断、治疗原

则。

理解：能够说明关于精神障碍

患者合法权益保护的规定，医

务人员对就诊者的心理健康指

导措施，活动应具备的条件，

精神障碍的康复规定。

应用：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和要

求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再次诊断和医学鉴定，履行法

定的职责。

分析：能够运用精神卫生法律

制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法律规

定分析精神卫生领域相关法律

问题。

1.利用多媒体进

行基础知识的系

统讲解。

2.结合案例进行

具体法律规定的

介绍。启发学生带

着问题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并解

决案例中的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保

护精神障碍患者

权益的意识，规范

精神医疗行为。

2

6
职业病防治法

律制度

1.概述

2.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

障

3.法律责任

识记：能够知道职业病的概念，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制定，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的制定，职业病

诊断鉴定委员会的组成；

理解：能够说明职业病诊断机

1.利用多媒体进

行基础知识的系

统讲解。

2.结合案例进行

具体法律规定的

介绍。启发学生带

着问题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并解

决案例中的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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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设立及其条件，职业病诊

断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责

任。

应用：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和要

求进行职业病的诊断、报告和

医学鉴定，履行法定的职责。

分析：能够运用职业病防治法

律制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法律

规定分析职业病防治领域相关

法律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依

法进行职业病诊

疗的意识，规范职

业病防治行为。

7

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法律制

度

1.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概述

2.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和

免责事由

3.医疗纠纷的预防

4.医疗纠纷的处理

5.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

6.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

7.法律责任

识记：能够知道医疗纠纷、医

疗损害、医疗损害责任、医疗

事故的概念，处理医疗纠纷的

原则，处理医疗事故的原则和

基本要求。

理解：能够说明医疗损害责任

的赔偿主体，医疗纠纷的预防，

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医疗损

害鉴定的规定，医疗事故的预

防与处置规定。

应用：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和要

求参与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

预防、报告和处理，履行法律

规定的义务。

分析：发生医疗纠纷或医疗事

故后，能够运用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知

识和法律规定分析相关法律问

题。

1.利用多媒体进

行基础知识的系

统讲解。

2.结合案例进行

具体法律规定的

介绍。启发学生带

着问题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并解

决案例中的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依

法预防和处理医

疗纠纷的意识，规

范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行为。

5

8 母婴保健法律 1.概述 1.利用多媒体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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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2.婚前保健

3.孕产期保健

4.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

5.母婴保健的行政管理

6.法律责任

识记：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事项，

婚前保健的内容，新生儿出生

医学证明。

理解：医学指导，孕产期保健

服务的内容，母婴保健医学技

术鉴定机构，母婴保健医学技

术鉴定人员，擅自从事母婴保

健技术的法律责任，出具虚假

医学证明文件的法律责任，违

反规定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法

律责任。

应用：母婴保健专项技术许可，

婚前医学检查意见，产前诊断，

终止妊娠意见，母婴保健医学

技术回避制度。

行基础知识的系

统讲解。

2.结合案例进行

具体法律规定的

介绍。启发学生带

着问题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并解

决案例中的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依

法进行母婴保健

服务的意识，规范

母婴保健诊疗行

为。

9
传染病防治法

律制度

1.概述

2.传染病预防

3.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

4.疫情控制

5.医疗救治

6.法律责任

识记：预防接种，传染病监测，

传染病预警制度，传染病菌种、

毒种管理。

理解：传染病防治方针和原则；

传染病的分类，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职责，医疗机构的职责，

预防医院感染的要求，开展医

疗救治的要求。

应用：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

施的适用范围，疫情报告；疫

情通报，疫情信息的公布，控

制措施，紧急措施，疫区封锁。

1.利用多媒体进

行基础知识的系

统讲解。

2.结合案例进行

具体法律规定的

介绍。启发学生带

着问题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并解

决案例中的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依

法进行传染病诊

疗的意识，规范传

染病防治行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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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

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合法权益

保护，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法

律责任，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10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法律

制度

1.概述

2.报告与信息发布

3.法律责任

识记：医疗卫生机构的法律责

任。

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

念，信息发布。

应用：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

1.利用多媒体进

行基础知识的系

统讲解。

2.结合案例进行

具体法律规定的

介绍。启发学生带

着问题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并解

决案例中的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依

法进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诊疗的

意识，规范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

行为。

1

11
血液管理法律

制度

1.概述

2.无偿献血的法律规定

3.血站管理的法律规定

4.临床用血的法律规定

识记：临床输血管理委员会，

输血科，血站、医疗机构和医

务人员的法律责任。

理解：无偿献血制度，医疗机

构用血管理和要求，临床用血

计划，临床用血申请，临床输

血治疗知情同意书，临床用血

医学文书管理，医务人员职责。

应用：采血要求，供血要求，

临时采集血液必须同时符合的

条件，临床用血不良事件监测

报告。

1.利用多媒体进

行基础知识的系

统讲解。

2.结合案例进行

具体法律规定的

介绍。启发学生带

着问题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并解

决案例中的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依

法进行血液采、

供、用的意识，规

范血液管理行为。

2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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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

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注重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管理技能，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卫生法学 B 的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4.3 教材选编：

建议使用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或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张静、赵敏主编,《卫生法学》（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3 月,第 2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也强调实践教学，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应具备。数字化教学

资源充足，已建立《卫生法学》网上数据库，为师生教学与科研创造丰富、开放、便捷的资

源库。资源库包括课程规划、课程简介、教学大纲、教学课件、教学录像、教案、复习思考

题、卫生法学题库、学生自测试题、教师信息及参考书文献目录等内容，能够满足教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执笔：王洪婧

审核：王 薇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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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伤寒论选读》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4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伤寒论选读》本课程是我校中医专业、针灸推拿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考查）课程，属

专业基础课。是结合中医经典《伤寒论》，将理、法、方、药连贯起来，联系临床实际，讲

授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的一门课程。

2.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伤寒论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为教材。《伤寒论》是一部现存最早的辨证论治的专著。其理、法、方、药对临床各科都

有现实指导意义。长期实践证明，《伤寒论》中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学习、研究、整理、提

高。通过讲授和教学实习，要求学生理解《伤寒论》的理论体系，系统掌握六经辨证论治的

基本知识和方法。以提高学生运用中医理论辨证施治的能力。

2.1 素质目标：

在熟悉医圣张仲景、学习《伤寒论》原文及方证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及热爱，树立学习中医的信心，了解作为一名优秀的医者当有的素质，能将知识

与能力相结合，并通过课堂思政与学科教育有机融合，建立良好的医德医风，进一步提高职

业素养、人文修养，以期服务于社会及人民。

2.2 知识目标：

在掌握伤寒论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领会内容深意，掌握六经的传变规律。重点把握太

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脉证并治，掌握其具体方证的病机、主

证、治法、方药，并能够初步运用于临床。熟悉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的脉证并治。学会

六经辨证，领悟张仲景的“保胃气，存津液”的用药思想，了解六经病的预后，为更深入地

进入中医临床，熟悉临证技巧打下基础。

2.3 能力目标：

在授课时逐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与临床相联系的整体思维能力，能够运

用《伤寒论》六经辨证思维进行中医诊疗，提高学生的中医临床辨析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并提高其能够运用网上资源获取相关知识和相关信息的能力，进一步让学生能够形

成团体协作、互帮互助、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为后续的课程的学习及将来进入临床

医疗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总论 1.了解《伤寒论》成书与沿革、篇目

与体例

2.熟悉伤寒与温病的概念、寒温之争

3.掌握六经辨证的概念和特色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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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六经辨证的源流、体系及与八

纲辨证和脏腑辨证的关系

2 辨太阳病

脉证并治

1. 掌握：太阳中风证、太阳伤寒证及

其兼证的辨治；发热恶寒和无热恶寒

的机制及辨证意义；太阳病各变证的

主症、病机、治法、方药及相关类证

鉴别

2. 熟悉：麻黄汤、桂枝汤活用及表郁

轻证的证治；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的证治

3. 了解：太阳病传与不传的基本规律

和愈期；太阳病兼变证的服药注意事

项；瓜蒂散证的辨治。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20 学时

3 阳明病 1. 掌握：阳明病提纲证的含义及其辨

证意义；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三

承气汤的主要证候、病机、治法、方

药与治禁；吴茱萸汤的证治机制；茵

陈蒿汤、栀子柏皮汤、麻黄连翘赤小

豆汤、寒湿发黄的证治机制。

2. 熟悉：阳明病的病因、病机、主症、

主脉，明确其与太阳病、少阳病的鉴

别要点；三承气汤的异同；何为阳明

“三清法”

3. 了解：润导法在临床的运用、阳明

病辨虚实的意义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10 学时

4 少阳病 1. 掌握：少阳病本证与兼变证的辨证

论治；少阳病提纲；小柴胡汤证、大

柴胡汤证、柴胡桂枝汤证、柴胡加龙

骨牡蛎汤证

2. 熟悉：柴胡加芒硝汤证、柴胡桂枝

干姜汤证；小柴胡汤的禁例

3. 了解：少阳病传变及预后，少阳病

欲解时及机制；少阳病治禁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6 学时

5 太阴病 1.掌握：太阴病提纲证主症及病机；

太阴病本证的病机、治法及代表方

2.了解：太阴病的传变、预后；太阴

病欲解时及机制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6 少阴病 1. 掌握：少阴病的诊断；少阴寒化证 课堂讲授，课堂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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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原因及治疗原则

2. 熟悉：少阴病寒化证类证的治疗、

少阴病疑似证的辨证

3. 了解：少阴病的预后和转归

讨论，案例分析 10 学时

7 厥阴病 1. 掌握：厥阴病提纲证的主症、病机；

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萸生姜

汤、白头翁汤及吴茱萸汤的病机及证

治；厥证的病理与特征；乌梅丸的病

机与证治

2. 熟悉：厥阴病疑似证及厥阴病转出

少阳的机制及证治

3. 了解：厥阴病愈期、厥阴病热厥轻

证的辨证、厥热胜复的表现及机制、

阳回欲厥及阳亡不治的指征。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8 霍乱病 1.掌握霍乱病的证候特征、分类及证

治；五苓散、理中丸、四逆汤、四逆

加人参汤、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桂

枝汤等的辨证应用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9 阴阳易及

差后劳复

复习课

掌握差后劳复的有关证治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见习实习等方法，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

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六经辨证的基本理论，使学生能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临床

问题。

4.2 评价方法：

采取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形成性评价：含作业完成情况、课堂提问、考勤、随堂测试、病案分析、学生笔记等多

种形式。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教研室、教学院系负责审核。

终结性评价：主要形式为期末考试（闭卷）。

4.3 教材选编：

王庆国、周春祥主编，《伤寒论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新世纪第五版。

4.4 资源研发与应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和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韩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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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4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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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诊断学（含影像）》课程标准

学时：72

学分：3.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诊断学是中医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在学习了基础医学课程以后，在进入中医

学课程学习的开始所设立的课程，是学生学习中医学课程的重要起点和基础；既是独立的课

程，又是诸多中医学课程的构架。学习内容包括：病史采集、常见症状、体格检查、实验室

检查、心电图、病历书写、临床思维方法，为学习其他临床专业医学的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知道问诊的重要性和医德要求，领会问诊的方法与技巧，综合应用病史采集的流程

和内容。

 领会常见症状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综合运用常见症状的特点对疾病做出正确诊断，

领会伴随症状及意义。

 综合应用体格检查的手法和内容。

 领会并指导心电图的基本常识，熟练运用心电图在常见疾病中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知道并领会病历书写的格式、内容。

 知道诊断疾病的步骤、临床诊断思维的特点和循证医学在临床诊断思维中的应用，

领会临床诊断思维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2 技能目标：

 具备全面、系统、正确的采集病史的能力。

 能系统、规范地进行全身体格检查，规范书写病历。

 正确操作心电图仪，能准确识别正常及异常心电图。

 具有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

2.3 素质目标：

 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良好医德。

 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3. 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绪论。 1.知道诊断学的内容。

2.领会诊断学的学习方法和要

求。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理论

1学时

2 常见症状。 1.领会常见症状的问诊要点。包

括发热、水肿、胸痛、呼吸困难、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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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

2.识别常见症状的发病机理、伴

随症状。

3.综合常见症状的病因。

4.分析应用各种症状，进行临床

诊断。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3 问诊。 1.知道问诊的重要性，领会问诊

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2.综合应用问诊的主要内容。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理论

1学时

4 基本方法。

一般检查，

头颈部检

查。

1.领会并应用视诊、触诊、叩诊、

听诊、嗅诊的基本方法。

2.综合应用一般检查，头颈部检

查的方法，分析查体内容及常见

异常体征的临床意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理论

4学时

胸廓、乳房、

肺脏和胸膜

的检查。

呼吸系统常

见疾病的症

状和体征。

1.综合应用胸廓、乳房和肺脏检

查的方法、分析查体内容及常见

异常体征的临床意义。

2.区别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病

因、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现；

辨别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体征。

实验一一般情况、头颈部、胸肺

部检查

临床见习一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实验室看视频，老师

做示教，SP 练习，老

师具体辅导。

理论

5学时

实践

4学时

4学时

心脏、血管

检查。

循环系统常

见疾病的主

要症状和体

征。

1.应用心脏检查的方法、内容，

分析异常体征的临床意义。应用

血管检查的方法、内容分析异常

体征的临床意义。

2.应用血压的测量方法评价血

压变化的临床意义。

3.应用循环系统常见疾病的病

因、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现；

评价循环系统常见疾病的体征。

实验二心脏、血管检查。

临床见习二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实验室看视频，老师

做示教，学生 SP 练

习，老师具体辅导。

理论

9学时

实践

4学时

4学时

腹部检查。 1.领会并应用腹部检查的方法、

内容及常见异常体征的临床意

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理论

7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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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道腹部常见疾病的病因、病

理生理机制、临床表现；应用腹

部常见疾病的体征，分析鉴别诊

断腹部常见病。

PBL 教学

脊柱与四肢

检查。

领会并熟练应用脊柱四肢检查

的方法，分析脊柱四肢常见异常

体征的临床意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理论

1学时

神经系统检

查。

应用反射、病理反射、脑膜刺激

征的检查方法，分析其阳性反应

的临床意义。

实验三腹部、肛门、脊柱、四肢、

神经

临床见习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实验室看视频，老师

做示教，学生 SP 练

习，老师具体辅导。

理论

1学时

实践

4学时

4学时

5 心电图。 1.知道并领会心电学的基本常

识；正确应用心电图的测量和正

常数据。

2.识别常见异常心电图的诊断

标准：房室肥大、心肌缺血与心

肌梗塞、心律失常。

3.综合应用心电图的分析方法

正确分析心电图。

4.正确操作心电图仪。

实验四心电图检查。

临床见习四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实验室看视频，老师

做示教，学生 SP 练

习，老师具体辅导。

理论

6学时

实践

4学时

4学时

6 病历书写。 1.知道病历书写的基本要求。

2.区别住院病历、门诊病历的格

式和内容。

3.知道病程记录、同意书的种类

和意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理论

1学时

7 诊断疾病的

步骤和临床

思维方法。

1.知道诊断疾病的步骤。

2.知道临床诊断思维的基本方

法、原则和特点及循证医学的应

用。

3.综合应用临床诊断的内容和

格式。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历

PBL 教学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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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实践讨论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病例教学和专题讲

座形式，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

能全面牢固地掌握检体诊断学的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实验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万学红，卢雪峰主编,《诊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利用现有的教学设备，积极培训标准化病人，密切联系临床病例，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

执笔：郭璐

审核：黄琰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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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金匮要略选读》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3.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金匮要略》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属于专业基础与临床课程。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

解杂病的发病原因、病机变化以及防病治病的法则和方法。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熟记重点

内容，掌握常用方剂，能运用脏腑经络的辨证规律，对杂病进行辨病辨证施治。同时提高学

生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掌握《金匮要略》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能，掌握杂病辨证论治的规律;

 熟悉杂病的发病原因、病机变化以及防病治病的法则和方法。

 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熟记重点内容，掌握常用方剂，能运用脏腑经络的辨证规律，

对杂病进行辨病辨证施治。

 同时提高学生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为提高临床各科诊治疾病的能力和水平打好基

础。

2.2 技能目标：

 学习张仲景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

 学习中医经典治疗杂病的有关知识，理解张仲景杂病辨证施治的方法与特点，重点

培养学生辨病辨证的思维与能力，使学生能够学会运用课程中介绍的方法对一些杂病进

行诊断与辨证施治，掌握中医经典理论和阅读中医古典医藉的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临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

2.3 素质目标：

 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良好医德。

 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熟读经典热爱文化”的理念，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4. 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绪论。 1.了解《金匮要略》的作者、

成书年代、沿革。

2.熟悉《金匮要略》的基本内

容、编写体例。

3.掌握《金匮要略》主要学术

成就。

1.介绍《金匮要略》的

书名、作者、成书年代

及沿革。

2.介绍全书的基本内

容、编写体例。

3.剖析中医中医学形

成过程中“病与证”的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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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4.介绍全书的学术思

想、学术成就及对近现

代中医学的影响。

5.介绍本门课程的学

习方法和主要参考书

籍。

2 脏腑经络先

后病脉证第

一

1.熟悉杂病的预防、病因、诊

断及疾病传变规律。

2.掌握杂病的病机及治则。

1.杂病是如何发病的，

病因病机及预防;

2.诊断举例：望诊、闻

诊、切诊。

3.论治：虚实异治、表

里同病、痼疾加卒病、

审因论治、饮食与调

护。

理论

3学时

3 痉湿暍病脉

证治第二

1.熟悉痉湿暍三病的概念与合

篇的意义。

2.掌握痉病的诊断、分型、病

因病机及辨证论治。

3.掌握湿病的临床表现、治则

及辨证论治。

1.本篇概述，病名概

念，合篇意义。

2.痉病病因病机、主要

脉症、刚痉和柔痉的鉴

别、证治。

3.湿病证候与治法、证

治。

理论

1学时

4 百合狐蜮阴

阳毒病脉证

治第三

1.掌握百合、狐蜮、阴阳毒三

病的概念。

2.掌握百合病的临床特征、病

因病机和辨证论治。

3.掌握狐蜮病特点、成因及证

治。

4.熟悉阴阳毒的证治。

1.本篇概述，病名概

念，合篇意义。

2.百合病脉症与病机、

证治。

3.狐蜮病临床表现及

内服方、外治法、狐蜮

酿脓证治。

4.阴阳毒病

理论

4学时

5 疟病脉证并

治第四

1.熟悉疟病的病机与治则。

2.熟悉疟病的诊断及辨证论

治。

1.本篇概述。

2.疟病脉象与基本治

法

3.证治(疟母、瘅疟、

温疟、牝疟)

理论

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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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风历节病

脉证并治第

五

1.熟悉中风的病因病机、辨证

特点。

2.掌握历节的病因病机及辨证

论治。

1.本篇概述，病名概

念，合篇意义。

2.中风病脉症与鉴别、

成因与辨证。

3.历节病病因病机、证

治(风湿历节、寒湿历

节)

理论

1学时

7 血痹虚劳病

脉证并治第

六

1.掌握血痹的病因病机及证

治。

2.熟悉虚劳病的病因病机及临

床特点。掌握虚劳病的证治。

1.本篇概述，病名概

念，合篇意义。

2.血痹病成因与证治

3.虚劳病脉象总纲、病

机与辨证、证治(虚劳

失精、虚劳里急、虚劳

腰痛、虚劳不寐、虚劳

干血)

理论

1学时

8 肺痿肺痈咳

嗽上气病脉

证并治第七

1.熟悉肺痿、肺痈、咳嗽上气

三病的概念和鉴别。

2.掌握肺痿病病因病机及证

治。

3.熟悉肺痈病的病因病机及证

治。

4.掌握肺痈肺胀的诊断及肺胀

的辩证论治。

1.本篇概述，病名概

念，合篇意义。

2.肺痿成因、脉症与鉴

别;虚热肺痿、虚寒肺

痿的证治。

3.肺痈病因病机、脉症

与预后;证治(邪实壅

滞、瘀热蕴肺、血腐脓

溃)

4.咳嗽上气辨证与预

后;证治(寒饮郁肺、痰

浊壅肺、饮热迫肺、寒

饮夹热)

理论

1学时

9 奔豚气病脉

证治第八

1.了解奔豚气病的成因和症状

特征。

2.熟悉奔豚气病的辩证论治。

奔豚气病的发病原因。

典型症状、分型论治。

理论

1学时

10 胸痹心痛短

气病脉证治

1.了解胸痹、心痛和短气三者

的概念及其合篇的意义。

1.胸痹心痛的含义、病

因病机。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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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2.熟悉本篇所述病证的病因病

机。

3.掌握胸痹心痛的辩证论治。

2.胸痹的主证主方及

证治。

3.心痛病的证治。

11 腹满寒疝宿

食病脉证治

第十

1.了解腹满、寒疝和宿食三病

的含义及合篇依据。

2.掌握腹满的虚实辨证及证

治。

3.掌握寒疝的病因病机典型寒

疝的证治。

腹满的含义、寒热虚实

辨证及证治。

理论

1学时

12 五脏风寒积

聚病脉证并

治第十一

掌握肝着、脾约、肾着的诊断、

病机及治法方药。

1.肝着的含义、症状、

病机及治法方药。

2.脾约的含义、脉象、

症状、病机及治法方

药。

3.肾着的含义、症状、

病机、鉴别及治法方

药。

理论

1学时

13 痰饮咳嗽病

脉证并治第

十二

1.了解痰饮的含义，病因病机。

2.掌握痰饮的分类。

3.掌握痰饮的治疗原则及辨证

论治。

1.痰饮的含义(广义和

狭义)、病因病机、四

饮分类、水在五脏、治

疗原则。

2.痰饮、悬饮、溢饮、

支饮的辨证论治。

理论

1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理论学时根据实际班级人数采用启发式、案例式、PBL 等教学方法，强化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利用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手段，通过引导、分析、讨论、讲解等过程实施课

堂教学。重点内容随堂练习，课下还有学习资源、交流等。阅读实践课时利用我校读书实践

室采取分组研习医案的方法以加深对经典原文的理解。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实验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陈纪藩.中医药学高级丛书——《金匮要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姜德友、黄仰模主编.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金匮要略》(案例



310

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网络：王雪华教授讲金匮要略视频万学红，卢雪峰主编,《诊断学》，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8 年,第 9版。

执笔：郭璐

审核：黄琰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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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经典实践》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经典实践是是对于中医经典进行临床应用的一门课程。中医学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留下

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经典。这些经典有助于建立中医思

维模式、提高临床能力，而实践是掌握其内涵的重要环节。为提高教学效果，应重视背诵对

中医药教学、对中医人才培养的作用。中医经典的实践作为中医学子必经阶段，在本科阶段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实践应用《黄帝内经》重点内容。

 实践应用《伤寒论》重点内容。

 实践应用《金匮要略》重点内容。

 实践应用《温病学》重点内容。

2.2 技能目标：

 培养自我学习能力、信息管理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实践能力。

 掌握中医课程学习的策略与学习技巧。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能力。

2.3 素质目标：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真正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重视对学

生进行道德修养的提升以及中医思维的培养。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有所获。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

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增强学生中医学习的信心、创建中医思维模式，使学生热爱中医学、发扬中医学，

不断进行中医学的科学创新与传承。

4. 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课时

1 第一章

《黄帝内经》

重点内容

教学内容：

一、《黄帝内经》重点内容讲解

二、《黄帝内经》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黄帝内经》内容背诵复习、实

践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相关文献资料进行

课堂讲授。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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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识记：《黄帝内经》重点内容背诵复

习、实践、理解。

理解：《黄帝内经》中中医临床思维。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2 第二章

《伤寒论》重点

内容

教学内容：

一、《伤寒论》重点内容讲解

二、《伤寒论》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伤寒论》内容背诵复习、实践

四、《伤寒论》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伤寒论》重点内容背诵复习、

实践、理解。

理解：《伤寒论》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相关文献、案例分

析进行课堂讲授。

6学时

3 第三章

《金匮要略》重

点内容

教学内容：

一、《金匮要略》重点内容讲解

二、《金匮要略》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金匮要略》内容背诵复习、实

践技巧

四、《金匮要略》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金匮要略》重点内容背诵复

习、实践、理解。

理解：《金匮要略》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案例

讨论、利用教学课

件进行课堂讲授。

6学时

4 第四章

《温病学》重点

内容

教学内容：

一、《温病学》重点内容讲解

二、《温病学》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温病学》内容背诵复习、实践

技巧

四、《温病学》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温病学》重点内容背诵复习、

实践、理解。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案例

讨论、利用教学课

件进行课堂讲授。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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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温病学》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1）课堂理论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组织学生展开

必要的讨论，以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2）应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注意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师素质、专业形象的培养。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5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学条件

（1）师资条件教师均接受中医类专业全日制教育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并具备良好的人

文素养及专业素质。

（2）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4.4 教材选编：

翟双庆，黎敬波主编，《内经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5版。

王庆国，周春祥主编，《伤寒论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5 版。

范永升，姜德友主编，《金匮要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版。

谷晓红，马建主编，《温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和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庄静

审核：孙长岗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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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温病学》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3.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温病学是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重要课程。本学科的任务在于揭示温病的本质，研究对临

床各种发热性病证的辨证论治方法。它研究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诊治和预防方法，对指

导温病的诊治有很强的临床实用性，同时，温病学的理论和诊治方法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对临床各科发热性病证的诊治也有指导意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以“卫

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为核心的温病学理论体系和常见温病的诊治技能，培养学生治

疗温病注重病证结合、以证为主的临床思辨能力，了解明清时代主要温病医家的学思想及近

代本学科的学术动态。

3.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温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为

教材。要求学生理解《温病学》的理论体系，系统掌握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以提高学生运用中医理论辨证施治的能力。

2.1 素质目标：

在熟悉医圣张仲景、学习《温病学》原文及方证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及热爱，树立学习中医的信心，了解作为一名优秀的医者当有的素质，能将知识

与能力相结合，并通过课堂思政与学科教育有机融合，建立良好的医德医风，进一步提高职

业素养、人文修养，以期服务于社会及人民。

2.2 知识目标：

在掌握伤寒论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领会内容深意，掌握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掌握其

具体方证的病机、主证、治法、方药，并能够初步运用于临床。熟悉掌握“卫气营血”和“三

焦”各个阶段的病理和主要证候。领悟温病学家的用药思想，了解六经病的预后，为更深入

地进入中医临床，熟悉临证技巧打下基础。

2.3 能力目标：

在授课时逐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与临床相联系的整体思维能力，能够运

用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思维进行中医诊疗，提高学生的中医临床辨析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并提高其能够运用网上资源获取相关知识和相关信息的能力，进一步让学生能够形

成团体协作、互帮互助、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为后续的课程的学习及将来进入临床

医疗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温

病的概念

1.了解温病的范围和分类。

2.熟悉温病的概念。

3.掌握温病的特点。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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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温

病的病因

与发病

1.了解温病病因的共性。

2.掌握各种温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

3.熟悉历代医家有关温病病因和发

病的学说。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20 学时

3 第三章温

病的辨证

理论

1.了解温病辨证的内容和临床意义。

2.掌握“卫气营血”和“三焦”各个

阶段的病理和主要证候。

3.掌握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的

临床运用。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10 学时

4 第四章温

病常用诊

法

1.掌握温病常见的舌像、斑疹、痉厥、

神志异常的机理和临床意义。

2.熟悉发热、口渴、汗出异常等症状

的辨析。

3.了解白㾦、验齿的临床意义。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6 学时

5 第五章温

病常用治

法

1.熟悉温病治疗立法的依据。

2.掌握温病主要治法的具体运用。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6 第六章温

病的预防

和护理

了解古今有关温病的预防方法及养

生调摄知识。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10 学时

7 第七章风

温

1.了解本病的病因病机、初起证候表

现和传变过程。

2.熟悉本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3.掌握本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

证候及其辨证治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8 第八章春

温

1.了解本病的病因病机、初起证候表

现和发生发展过程。

2.熟悉本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3.掌握本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

证候及其辨证治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9 第九章暑

温

1.了解暑温的病因病机。

2.熟悉暑温的发病特点及后遗症治

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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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本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

证候及其辨证治疗。

10 第十章湿

温

1.了解湿温的概念、病因病机。

2.熟悉本病的发病特点。

3.掌握本病主要证候的辨证治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第十一章

伏暑

1.了解伏暑的病因和发病学说。

2.熟悉伏暑的病机和特点。

3.掌握伏暑的发展过程及其辨证治

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第十二章

秋燥

1.了解秋燥的概念、病因、病机特点。

2.掌握本病主要证候的辨证治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第十三章

大头瘟

1.了解大头瘟的概念、病因。

2.熟悉大头瘟的病机特点。

3.掌握大头瘟的辨证治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第十四章

烂喉痧

1.了解烂喉痧的概念、病因。

2.熟悉烂喉痧的病机特点。

3.掌握烂喉痧的辨证治疗。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案例分析

理论 4课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见习实习等方法，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

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六经辨证的基本理论，使学生能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临床

问题。

4.2 评价方法：

采取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形成性评价：含作业完成情况、课堂提问、考勤、随堂测试、病案分析、学生笔记等多

种形式。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教研室、教学院系负责审核。

终结性评价：主要形式为期末考试（闭卷）。

4.3 教材选编：

马健主编，《温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新世纪第五版。

4.4 资源研发与应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和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317

执笔：韩晶

审核：孙长岗

审定：孙长岗

2024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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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经典实践》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经典实践是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启蒙教育方式，自古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医教育的重要基

础方式，但近年来背诵越来越被现代教育所忽视。中医学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留下了如《黄

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经典。这些经典有助于建立中医思维模式、

提高临床能力，而实践是掌握其内涵的重要环节。中医经典的实践作为中医学子必经阶段，

在本科阶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实践应用并理解《黄帝内经》重点条文。

 实践应用并理解《伤寒论》重点条文。

 实践应用并理解《金匮要略》重点条文。

 实践应用并理解《温病学》重点条文。

2.2 技能目标：

 培养自我学习能力、信息管理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实践能力。

 掌握中医课程学习的策略与学习技巧。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能力。

2.3 素质目标：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真正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重视对学

生进行道德修养的提升以及中医思维的培养。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有所获。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

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增强学生中医学习的信心、创建中医思维模式，使学生热爱中医学、发扬中医学，

不断进行中医学的科学创新与传承。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课时

1 第一章

《黄帝内经》

重点条文

教学内容：

一、《黄帝内经》重点条文讲解

二、《黄帝内经》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黄帝内经》条文实践应用技巧

教学要求：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相关文献资料进行

课堂讲授。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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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黄帝内经》重点条文实践应

用、理解。

理解：《黄帝内经》中中医临床思维。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2 第二章

《伤寒论》重点

条文

教学内容：

一、《伤寒论》重点条文讲解

二、《伤寒论》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伤寒论》条文实践应用技巧

四、《伤寒论》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伤寒论》重点条文实践应用、

理解。

理解：《伤寒论》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相关文献、案例分

析进行课堂讲授。

6学时

3 第三章

《金匮要略》重

点条文

教学内容：

一、《金匮要略》重点条文讲解

二、《金匮要略》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金匮要略》条文实践应用技巧

四、《金匮要略》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金匮要略》重点条文实践应

用、理解。

理解：《金匮要略》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案例

讨论、利用教学课

件进行课堂讲授。

6学时

4 第四章

《温病学》重点

条文

教学内容：

一、《温病学》重点条文讲解

二、《温病学》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温病学》条文实践应用技巧

四、《温病学》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温病学》重点条文实践应用、

理解。

理解：《温病学》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案例

讨论、利用教学课

件进行课堂讲授。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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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1）课堂理论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组织学生展开

必要的讨论，以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2）应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注意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师素质、专业形象的培养。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5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学条件

（1）师资条件教师均接受中医类专业全日制教育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并具备良好的人

文素养及专业素质。

（2）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4.4 教材选编：

翟双庆，黎敬波主编，《内经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5版。

王庆国，周春祥主编，《伤寒论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5 版。

范永升，姜德友主编，《金匮要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版。

谷晓红，马建主编，《温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和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321

中医学专业

《中医内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98

学分：8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和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研究并阐明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

证候、诊断、辨证论治规律和转归预后以及预防、康复、调摄等问题的一门临床学科，系统

地反映中医临床思维和辨证论治的规律,是中医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前期各门课程的综合,

也是临床诸学科的基础，它的学术水平反映

了中医临床学科发展水平。

2.课程目标：

2.1知识目标：

掌握中医内科常见病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熟悉中医内科的临床思维及实际操作

程序。培养优秀的中医毕业生。能运用中医内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对内科常见病

进行辨证论治，并取得良好临床疗效。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内科常见病的证

候、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和处方用药知识，以及部分难治疾病、危急重症的诊治，熟悉

中医内科的临床思维和实际操作程序。

2.2技能目标：

熟练掌握中医内科学常见病多发病的证候、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和处方用药知识，

能够用中医内科的临床思维和实际操作程序独立的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处理疾患，

为走向临床打下基础。

2.3素质目标：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中医专业，注重职业素质教育，重视诚信意识培养。培养学生良

好的职业道德，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医德医风。培养学生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用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学习课程,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具

有良好的协作精神。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授课章

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

时

1 绪论 教学内容

一、以中医内科学在中医学中的地位

导入绪论的学习。

二、解读中医内科学的定义

三、演示中医内科学的发展史及其代

表医家。

四、讨论中医内科学思维方法、学习

方法及在学习和临床中的意义。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分组讨论

四、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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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一、阐述中医内科学含义、发展史、

治疗原则、学习方法

二、理解中医内科学的思维方法

三、熟知中医内科学辨证论治步骤与

方法

2 第 一 章

肺病

教学内容

感冒 1.分层解读感冒涵义，"明确临

床主特征。

2.图解感冒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教

学熟知风寒、风热、暑湿三个常见证

型的证治方药，4.多媒体展示、分组

讨论、第二课堂熟知治疗体虚感冒的

方法。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1.分层解读咳嗽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咳嗽的病因病机。3.图解、病

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教学熟知咳嗽

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咳嗽其它证型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肺痈

1.分层解读肺痈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肺痈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肺痈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肺痈其它证型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哮病

1.分层解读哮病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哮病的病因病机。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分组讨论

四、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2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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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哮病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哮病其它证型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喘证

1.分层解读喘证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喘证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喘证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喘证其它证型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肺胀

1.分层解读肺胀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肺胀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肺胀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肺胀其它证型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肺痨

1.分层解读肺痨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肺痨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肺痨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

教学要求

一、阐述肺常见病证多发病的历史沿

革、病症范围、预防调护。

二、理解肺系常见病证多发病的病因

病机，各证型的加减。

三、熟知肺系常见病证多发病的定义、

病机要点、诊断、辨证要点、治疗原

则、常见证型证、治、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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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3 第二章

心脑病

证

教学内容

心悸

1.分层解读心悸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心悸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心悸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心悸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胸痹

1.分层解读胸痹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胸痹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胸痹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胸痹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眩晕

1.分层解读眩晕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眩晕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眩晕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眩晕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中风

1.分层解读中风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中风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中风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病案分析·

四、模拟角色·

五、分组讨论·

六、床边教学

七、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2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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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中风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

思维

不寐

1.分层解读不寐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不寐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不寐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不寐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痫病

1.分层解读痫病涵义，明确临

床主要特征。

2.图解说明痫病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

床边教学熟知痫病常见证型

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痫病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癫狂

1.分层解读癫狂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癫狂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癫狂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癫狂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痴呆

1.分层解读痴呆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痴呆的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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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痴呆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痴呆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教学要求

一、阐述心脑常见病证多发病的历史

沿革、病症范围、

预防调护。

二、理解心脑常见病证多发病的病因

病机，各证型的

加减。

三、熟知心脑常见病证多发病的定义、

病机要点、诊断、

辨证要点、治疗原则、常见证型证、

治、方、药。

4 第 三 章

脾 胃 肠

病证

教学内容

胃痛

1.分层解读胃痛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胃痛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胃痛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胃痛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痞满

1.分层解读痞满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痞满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痞满常见证型

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痞满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呕吐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病案分析·

四、模拟角色·

五、分组讨论·

六、床边教学

七、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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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层解读呕吐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呕吐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呕吐常见证型

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呕吐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腹痛

1.分层解读腹痛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腹痛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腹痛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腹痛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泄泻

1.分层解读泄泻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泄泻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泄泻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泄泻其它证型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痢疾

1.分层解读痢疾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痢疾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痢疾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痢疾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教学要求

一、阐述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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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的历史沿革、病

症范围、预防调护。二、理解脾胃病

证常见病证多发病的病因病机，各证

型

的加减。

三、熟知脾胃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的

定义、病机要点、诊断、辨证要点、

治疗原则、常见证型证、

治、方、药。

5 第 四 章

肝 胆 病

证

教学内容

黄疸

1.分层解读黄疸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黄疸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黄疸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黄疸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

思维

头痛

1.分层解读头痛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头痛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头痛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头痛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鼓胀

1.分层解读鼓胀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鼓胀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鼓胀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鼓胀其它证型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病案分析·

四、模拟角色·

五、分组讨论·

六、床边教学

七、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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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治方药。

教学要求

一、阐述肝胆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的

历史沿革、病症范

围、预防调护。

二、理解肝胆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的

病因病机，各证型

的加减。

三、熟知肝胆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的

定义、病机要点、诊断、辨证要点、

治疗原则、常见证型证、

治、方、药

6 第 五 章

肾

膀 胱 病

证

教学内容

水肿

1.分层解读水肿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水肿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水肿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水肿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淋证

1.分层解读淋证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淋证的病因病机。3.图解、

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教学熟知

淋证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淋证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

思维

教学要求

一、阐述肾膀胱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

的历史沿革、病症范围、预防调护。

二、理解肾膀胱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病案分析

四、模拟角色

五、分组讨论

六、床边教学

七、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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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因病机，各证

型的加减。

三、熟知肾膀胱病证常见病证多发病

的定义、病机要点、诊断、辨证要点、

治疗原则、常见证型证、治、方、药。

7 第 六 章

气

血 津 液

病

证

教学内容

郁证

1.分层解读郁证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郁证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郁证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郁证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血证

1.分层解读血证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血证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血证常见证型

的证治方药。

4 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血证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汗证

1.分层解读汗证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汗证的病因病机。3.图解、

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教学熟知

汗证常见证型

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汗证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消渴

1.分层解读消渴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病案分析

四、模拟角色

五、分组讨论

六、床边教学

七、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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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解说明消渴的病因病机。3.图解、

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教学熟知

消渴常见证型

教学要求

一、阐述气虚津液病证常见病证多发

病的历史沿革、病

症范围、预防调护。

二、理解气血津液病证常见病证多发

病的病因病机，各证型的加减。

三、熟知气血津液病证常见病证多发

病的定义、病机要点、诊断、辨证要

点、治疗原则、常见证型证、治、方、

药

8 第 七 章

经

络 肢 体

病

症

教学内容

痹证

1.分层解读痹证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痹证的病因病机。3.图解、

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教学熟知

痹证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痹证其它证型的证治方药。

5.解读中医临床流程和临床思维

腰痛

1.分层解读腰痛涵义，明确临床主要

特征。

2.图解说明腰痛的病因病机。

3.图解、病案举例、分组讨论、床边

教学熟知腰痛常见证型的证治方药。

4.多媒体展示、分组讨论、第二课堂

熟知腰痛其它证型

的证治方药。

教学要求

一、阐述经络肢体病证常见病证多发

病的历史沿革、病症范围、预防调护。

二、理解经络肢体病证常见病证多发

病的病因病机，各证型的加减。

三、熟知经络肢体病证常见病证多发

一、多媒体展示

二、目标教学

三、病案分析

四、模拟角色

五、分组讨论

六、床边教学

七、总结升华、

外延拓展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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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定义、病机要

点、诊断、辨证要点、治疗原则、常

见证型证、治、方、

药。

4.教学建议：

4.1教学方法：

1.通过理论课讲解中医内科各个系统病症的知识，使学生掌握中医内科内科常见病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熟悉中医内科的临床思维及实际操作程序。能运用中医内科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对内科常见病进行辨证论治，并取得良好临床疗效。在教学过程中可运用多媒

体展示、目标教学、病案举例、模拟角色、分组讨论、床边教学、总结升华，外延拓展、博

客、QQ教学、第二课堂活动等方法授课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讲解过程中，密切联系临

床实践，讲述、播放真实病例，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加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

2.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合理安排实验内容，在每次实验课上，模拟角色，学生分组讨

论，以熟悉中医内科的临床思维及实际操作程序。

3.邀请临床一线专家结合临床应用进行专题讲座，以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习兴趣，加

深认识学习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通过临床医生的亲身体会，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和良好的职

业道德。

4.中医内科教研室老师临床一线实践要形成制度，丰富教师临床经验，增强教师自身素

质。

4.2评价方法：

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考核的方式，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20%，单元测试

占30%，期末考试成绩50%，期末考试采用理论闭卷测试的形式进行。

4.3教材选编：

 王永炎，等.中医内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吴勉华，等.中医内科学．北京：，2012.

 张伯礼，等．中医内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临

床执业医师）》，2021 修订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中国中药杂志》中国药学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

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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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内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176

学分:9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内科学在中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整体性较强、涉及面较广，与各科联系十

分密切。内科学不仅是中医学各科的基础，而且与它们存在着密切联系。结合本专业的特点，

围绕常见病的诊断，从病因与发病机理、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与辅检查、治疗与预防几

个方面进行讨论，帮助学生掌握常见病初步诊断要点与预防，有助于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工作

中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原、临床表

现、诊断要点和防治的理论知识及技能，为日后学习其它临床学科和从事中医学实践或基础

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能够正确诊断内科各系统常见疾病，对鉴别诊断进行分析，应用治疗原则对患者进

行处理。

 能够应用内科急危重症的处理原则。

 能够理解医学职业素养及医学伦理学的主要原理，并应用于医疗服务中。

2.2 技能目标

 能够领会各系统检查方法、常见疾病的诊治流程。

 能够熟练操作内科常用技术，规范书写病历，正确分析实验室检验结果。

2.3 素质目标

 具有乐观、开朗的性格，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精神。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严谨勤奋，自律能力强。

 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团队协作能力强。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呼吸系统疾

病

教学内容：

1.内科学绪论

2.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

3.支气管哮喘

4.支气管扩张症

5.肺部感染性疾病

6.肺结核

7.肺血栓栓塞症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结合

实际病例课堂讲

授

组织学生做好课

后复习

理论

22 学时

实践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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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9.气胸、胸腔积液

10.呼吸衰竭

教学要求：

1.运用：能够运用各病的定义、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

选择治疗方案；

2.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各疾病的病

理生理、并发症；

3.识记：能够知道各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诊疗新进展。

2 循环系统疾

病

教学内容：

1.心力衰竭

2.心律失常

3.心脏性猝死和心肺复苏

4.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

5.高血压

6.心脏瓣膜病

7.心肌疾病

8.感染性心内膜炎

9.心包疾病

教学要求：

1.运用：能够运用各病的定义、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

选择治疗方案；

2.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各疾病的病

理生理、并发症；

3.识记：能够知道各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诊疗新进展。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结合

实际病例课堂讲

授

下课前进行提问、

总结

组织学生做好课

后复习

理论

24 学时

实践

16 学时

3 消化系统疾

病

教学内容：

1.胃食管反流病

2.胃炎

3.消化性溃疡

4.肠结核和结核性腹膜炎

5.炎症性肠病

6.功能性胃肠病

7.脂肪性肝病

8.肝硬化

课堂讲授

教学见习

理论

20 学时

实践

12 学时



335

9.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

10.消化道出血

教学要求：

1.运用：能够运用各病的定义、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

选择治疗方案；

2.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各疾病的病

理生理、并发症；

3.识记：能够知道各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诊疗新进展。

4 泌尿系统疾

病

教学内容：

1.泌尿系统总论

2.肾小球疾病

3.肾病综合症

4.IgA 肾病

5.尿路感染

6.急性肾衰竭

7.慢性肾衰竭

教学要求：

1.运用：能够运用各病的定义、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

选择治疗方案；

2.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各疾病的病

理生理、并发症；

3.识记：能够知道各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诊疗新进展。

结合图解、多媒体

手段对疾病发病

机理、诊治方法进

行形象讲解

理论

14 学时

实践

8 学时

5 血液系统疾

病

教学内容：

1.贫血概论

2.缺铁性贫血

3.再生障碍性贫血

4.溶血性贫血

5.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6.淋巴瘤

7.白血病

8.多发性骨髓瘤

9.出血性疾病

10.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教学要求：

结合多媒体进行

课堂讲解

进行教学见习

理论

14 学时

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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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用：能够运用各病的定义、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

选择治疗方案；

2.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各疾病的病

理生理、并发症；

3.识记：能够知道各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诊疗新进展。

6 内分泌系统

疾病、代谢疾

病

教学内容：

1.内分泌总论

2.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

减退症

3.库欣综合征

4.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5.嗜铬细胞瘤

6.糖尿病

教学要求：

1.运用：能够运用各病的定义、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

选择治疗方案；

2.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各疾病的病

理生理、并发症；

3.识记：能够知道各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诊疗新进展。

采用录像、幻灯片

或多媒体示教典

型病例的体征，各

种图示帮助理解

内分泌激素的作

用机制和调节模

式等。

理论

10 学时

实践

4 学时

7 结缔组织病

和风湿疾病

教学内容：

1.风湿总论

2.类风湿性关节炎

3.系统性红斑狼疮

4.干燥综合征

5.强直性脊柱炎

教学要求：

1.运用：能够运用各病的定义、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

选择治疗方案；

2.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各疾病的病

理生理、并发症；

3.识记：能够知道各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诊疗新进展。

结合多媒体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8 学时

实践

4 学时

4.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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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学方法：

在教学中，要求根据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实际情况，以课堂讲授和临床见习为主要形

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临床病例和专题讲座等形式，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

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内科的基本理论。

医学发展非常迅速，在教学中需注意介绍一些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新的检查技术和新的治

疗方法。同时还需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意加强三基训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切实提高对内科疾病的诊治能力。

4.2 评价方法：

根据课堂教学及学生情况，结合《内科学》课程特点，采取平时成绩与终结性考试相结

合的考核方式。

课程学习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平时考核(包括课堂表现、随堂测试、课后作业等)、单元

测试(含期中考试，考核形式包括知识测验、主题论文、调研报告等)、期末考试等。原则上

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单元测试次数根据学分情况和教学内容确定，一般每学期 4

次左右。

根据课程内容和教学需要，采取标准答案与非标准答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通过创

新小论文、开放课题、案例分析等开放式命题、创作型考试的“非标准答案”考核方式，重

点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4.3 教材选编：

葛均波主编，《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应

具备。

执笔：高艳艳

审核：高福生

审定：高福生

2022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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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针灸》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性质与任务

1.1 课程性质：

中医针灸学是祖国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在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医学理论基础上强调经

络腧穴学说，望闻问切明确辨证后，利用毫针、艾灸、火罐等多种方式方法刺激经络腧穴，

治疗疾病。具有疗效肯定，简便易行，无任何毒副作用等优点，可以协助现代医学治疗大量

疑难杂症，是医学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1.2 课程任务：

帮助学生理解掌握中医形象思维、辨证论治特点；掌握经络腧穴学说，了解经络腧穴现

代研究进展；学习经络望诊、切诊，协助诊断疾病；学习基本针刺、艾灸方法，掌握针灸治

疗疾病简单处方；了解针灸临床优势病种，在以后西医临床中遇到单纯西医难以解决而针灸

确有疗效的疾病能够推荐患者寻求针灸治疗。

2.课程教学目标

2.1 知识目标

（1）掌握经络腧穴概念，理解经络腧穴学说在中医理论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2）掌握重要经脉循行路线，重要穴位的定位，主治特色，治疗方法。

（3）熟悉经络腧穴望诊、切诊方法，为今后临床工作拓宽思路。

（4）熟悉常用针刺、艾灸方法。

（5）了解针灸优势病种，在以后西医临床中遇到单纯西医难以解决而针灸确有疗效的疾病

能够推荐患者寻求针灸治疗。

2.2 技能目标

（1）能够掌握十四正经循行路线，40 个左右重要穴位的定位，主治特色，治疗方法。能够

互相在同学身体上正确指经点穴。

（2）能够运用经络望诊、切诊知识诊断经络疾病、经筋疾病。

（3）能够正确掌握持针法、进针法、行针法、出针法、艾条灸法。

（4）熟悉针灸优势病种的简单针灸处方。

2.3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运用取类比像方法思考问题，作为逻辑思维有益的补充。

（2）培养学生在互相揣穴中体会得气感、循经感传感，让学生有欲望运用中医知识探索人

体奥秘，拓宽认识人体的思路。

（3）授之以渔，课堂中应用安全有效的方法治疗学生疾病，让学生切实看到疗效，建立对

中医的信心，鼓励学生积极探索现代医学以外的医疗方案。

3.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1 第一章经

络腧穴总

论

教学内容：

1.经络的概念

2.经络系统的组成

1.先提出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

2.利用课件授课，授课中利用

图片引导学生运用形象思维理

4 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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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腧穴的概念

4.腧穴的主治规律

5.特定穴

6.腧穴的定位

教学要求：

1.掌握经络和腧穴的概念

2.掌握经络的组成内容

3.掌握腧穴的主治规律

4.熟悉常用特定穴的主治特色

熟悉常用腧穴定位方法

解经络腧穴，适当结合西医理

论讲解经络腧穴的现代研究，

以利于学生理解

3.每次课最后留 15 分钟学生

提问，代表性问题和课初教师

提出的问题分组讨论，答案合

理有创造性见解的小组平时成

绩加分

2 第二章十

四正经及

常用腧穴

教学内容

1.十四正经循行路线

2.40 个左右重要穴位的定位，

主治特色

教学要求

1.熟悉十四正经循行路线，可

以同学间互相指出大体经脉循

行路线

2.掌握 30 个左右重要穴位的

定位，主治特色，可以同学间

准确指穴

1.先提出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

2.利用课件授课，授课中利用

图片帮助学生掌握经脉循行路

线和重要腧穴定位，密切结合

解剖知识讲解经络腧穴的体表

定位。

3.每次课最后留 10 分钟学生

分组互相指穴，再留 10 分钟提

问，代表性问题和课初教师提

出的问题分组讨论，答案合理

有创造性见解的小组和指穴准

确的学生平时成绩加分

16学

时

3. 第三章刺

法灸法

教学内容

1.针刺法

2.艾灸法

教学要求

1.掌握刺灸法的概念；

2.熟悉刺灸法的量学要素、刺

灸法的分类、刺灸法的宜忌；

1.先提出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

2.利用课件授课，授课中利用

图片、视频帮助学生掌握常用

刺法灸法，学生自愿报名，在

安全前提下每次课挑选一名男

学生演示所讲授刺法灸法。

3.每次课最后留 10 分钟学生

分组针垫练针，以指代针点互

相按重点穴，体会得气感，循

经感传感，再留 10 分钟提问，

代表性问题和课初教师提出的

问题分组讨论，答案合理有创

造性见解的小组和练针准确的

学生平时成绩加分

2 学

时

4 第四章针

灸治疗

教学内容

1.内科疾病针灸治疗

2.外科疾病针灸治疗

3.妇科疾病针灸治疗

1.先提出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

2.利用课件授课，授课中利用

图片、视频帮助学生掌握常见

疾病针灸治疗，如学生有不适，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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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科疾病针灸治疗

教学要求

1.掌握针灸的治疗作用和原

则、针灸处方的组成原则和基

本规律；

2.熟悉针灸临床诊治特点；针

灸配穴方法；针灸方法的选择；

影响针灸疗效的因素；各病的

病因病机；辨证要点；基本治

疗的治法、主穴、配穴、方义、

部分腧穴的特殊操作方法；其

他常用的针灸方法；

自愿报名，在安全前提下每次

课挑选一名学生演示学生疾病

针灸治疗。

3.每次课最后留 15 分钟提问，

代表性问题和课初教师提出的

问题分组讨论，答案合理有创

造性见解的小组平时成绩加分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教师讲述为主，结合分组讨论是教学方法，每节课最后十分钟有学生围绕授课内容提出

疑难问题，学生分组讨论，学生提出答案后教师进一步阐述。授课同时经络腧穴学结合学生

分组指经揣穴，刺法灸法学结合分组针垫练习，教师循回指导。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使

教学内容更直观，更有趣，效果更好。

4.2 评价方法：

建议学生成绩考核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为课堂回答问题积极度、

是否有合理的独特见解（不一定完全正确）、分组操作水平、出勤率等构成，占 20%；期末

成绩占 80%。

4.3 教学条件：

本课程集听课理解思考操作于一体，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临床演示教学，

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应具备，另应具备至少一张治疗床，基本消毒、针刺、艾灸器械，授

课过程中可做病例演示。

4.4 教材选编：

由于学生基础知识结构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使用中医专业针灸教材有一定难度，

《中医学》教材中针灸部分又过于笼统，建议应尽快编写出西医院校临床学生学习针灸

学合适的专用教材。

执笔：王爱菊

审核：王海霞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0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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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儿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 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儿科学》是一门研究小儿生长发育规律、提高小儿身心健康水平和疾病防治质量

的医学学科,是中医专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属于中医专业的限选课程。中医儿科学的任

务是降低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强儿童体质，保障儿童健康，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它既有

自身的理论体系，又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学习中医儿科学应掌握儿

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与防治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小儿常

见疾病的预防及解决小儿生长发育的有关问题，为从事临床儿科工作及儿童保健、提高下一

代的健康水平和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医儿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具

备对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及初级诊治的能力，对儿科危急重症一级处理和转诊的能力，

开展小儿生长发育宣传和儿童保健指导的能力，针对小儿不同生理时期的特点实施小儿健康

教育、卫生保健指导及健康管理的能力，为学生今后开展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奠定良好基础。

2.1 知识目标：

1.学生应掌握儿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能够对儿科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断及辩证治疗、预防和护理。

3.并能对儿科危重病人进行抢救。

2.2 技能目标：

1.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危重病人的辨证治疗。

2.掌握儿科常用的操作技术。

3.熟悉常见疾病的病例分析方法和步骤。

2.3 素质目标：

1.学生应具备知识的灵活运用和综合运用能力。

2.培养学生关心和爱护患儿，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得以体现。

3.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特别加强诚信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中医儿科

学发展简

史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过程。

2、小儿各年龄分期的生理、病

理特点。

3、小儿年龄分期的划分。

讲授中医儿科学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重大学术进步及

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影响。

讲授小儿年龄分期的划分

及特点。

理论

10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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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医儿科学在各个历史时期

的重大学术进步及对中医学术

发展的影响。

2 小儿生长儿

心、肝常有余，

肺脾常不足”

发育

教学目的与要求：

1.掌握小儿体格发育和智能发

育的一般规律及其临床意义，掌

握其正常值及测定方法。

2. 变蒸学说的基本内容及其价

值。

3.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理解"

小儿心、肝常有余，肺脾常不足”

以及“易寒易热、易虚易实"。

4. 小儿生理特点、病因特点、

病理特点及对儿科临床的指导

意义。

技能要求:

1.学会身长、体重的计算公式。

2.学会儿童生长发育阶段头围、

胸围的测量方法及正常值。

1.问题式讲授：掌握小儿体

格发育和智能发育的一般

规律及其临床意义，掌握其

正常值及测定方法。

2.案例讲授：小儿生理、病

理特点，理解"小儿心、肝

常有余，肺脾常不足”以及

“易寒易热、易虚易实"；

小儿生理特点、病因特点、

病理特点及对儿科临床的

指导意义。

理论

8 学时

3 儿科诊法

概要

教学目的与要求：

1.小儿望诊的内容及其在辨证论

治中的意义，

2.明确五色望诊的主病，望形态，

审苗窍及看指纹的内容及辨证论

治中意义。

3.小儿闻诊，问诊及切诊的内容方

法及临床意义。

4.小儿中药用量的原则

5.儿科治法应用应与成人有别,6.

外治治法的操作及适应症，儿科常

用治法因人、因病、因时的综合应

用。

技能要求:

1.学会小儿查体时使用的提示用

语、查体技巧及儿童查体特点。

2.能够准确获得阳性体征，并用所

掌握的知识给予正确的解释，学会

根据所给资料继续进行相关询问。

1. 中医儿科学教学中使用

启发式作为教学方法指导

思想。

2. 主要采用“精讲+讨论”

的方法，同时配以问答法、

练习法等。

3.坚持传授知识与培养能

力相统一的原则，实现教师

的主导作用和学生主动性

相结合。

理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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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综合分析所得到的临床资料。

学会根据综合分析制定出相关的

诊疗方案。学会儿科病历书写技

巧。

4 新生儿期保

健:婴儿期保

健

教学目的与要求：

1. 新生儿期保健的内容

2. 婴儿期喂养的方式

3.婴儿期添加辅食原则。

4.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5.新生儿几种特殊生理状态

6.新生儿护理方法。

7.婴儿护理及预防接种

1、讲授婴儿期喂养的方

式;母乳喂养的优点

2、案例教学婴儿期添加辅

食原则。

理论

6 学时

5 肺系病证:感

目、咳嗽肺炎

喘嗽、小儿肺

炎、哮喘

知识要求:

1.小儿感冒的临床特点及辨证

治疗。

2.咳嗽证辨证治疗。

3.小儿感冒的病因病机、诊断要

点。

4.咳嗽证的病因病机、外感咳嗽

和内伤咳嗽的鉴别。

5.肺炎喘嗽的临床特征。

6.肺炎喘嗽和咳嗽的鉴别。

7.肺炎喘嗽的辨证治疗。

8.小儿肺炎的临床诊断(症状,

体征和理化检查)和合并心衰诊

断标准。

讲授：1.感冒挟痰、挟滞挟

惊的病机及辨治。

2.咳嗽证辨证治疗

3.肺炎喘嗽的临床特点和

辨证论治。

4.肺炎喘嗽变证机理。

5.小儿肺炎及其合并心力

衰竭的临床诊断。

6.小儿肺炎合并心力衰竭

的发病机制。

6 脾胃系病症:

呕吐、购痛、

泄泻、鹅口疮、

口疮、营养性

缺铁性贫血

知识要求:

1.呕吐、腹痛的辨证要点及证治

分类。

2.常引起呕吐和腹痛的原发病,

病因、病机、诊断、鉴别诊断。

3.泄泻的临床特征、辨证要点、

治疗原则和各证型辨证论治。4.

生理性胎黄和病理性胎黄的鉴

别。5.胎黄的临床表现。

6.胎黄的辨证治疗。

7.小儿胎黄的病因病机。8.鹅口

疮的概念、诊断、辨证论治。

讲授与案例教学：1.小儿泄

泻的病因病机、诊断要点、

泄泻常证与变证的各证型

临床特点。

2.新生儿生理性胎黄和病

理性胎黄的鉴别。

3.鹅口疮概念、诊断、辨证

论治。4.小儿缺铁性贫血病

讖硃导彜琊鎢電负及发病

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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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口疮概念、诊断、辨证论治。

10 小儿贫血的分类、分度及营

养性缺铁性贫血诊断、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辨证论治和西

医治疗。11 铁在体内的代谢、

中医对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病因

病机的认识。

7 心肝病证：夜

啼、汗证、病

毒性心肌炎、

注意力缺陷多

动症、

1.夜啼、汗证的概念、辨证论治。

2.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诊断和

辩证论治。

3.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多发性抽

搐症的概念、诊断和辩证论治。

4.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多发性抽

搐症的病因病机和鉴别诊断。

讲授与案例教学：1.夜啼、

汗证的概念、辨证论治。

2.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诊

断和辩证论治。

3.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多发

性抽搐症的概念、诊断和辩

证论治。

4.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多发

性抽搐症的病因病机和鉴

别诊断。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录像演示、情境教学法、实训作业法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中医儿科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年，第 2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建设《中医儿科学》校级一流课程网站，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组织教师自主制作、不

断更新教学视频资料，围绕教材内容收集典型案例，以音频、视频、文档的形式进行课堂展

示，以增强教材说服力和感染力。帮助学生不断获得最新的网络课程资料信息。

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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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外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外科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研究以人体体表症状为主的外科疾病证治规律

及预防保健的一门课程。本课程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部分介绍了中医外科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操作方法，使学生对中医外科基本概貌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其内容包括:中

医外科学发展概况，中医外科学范围、疾病命名及名词术语解释，中医外科疾病的病因病机，

中医外科疾病辨证，中医外科疾病治法和中医外科调护。授课过程中要侧重介绍中医外科学

特点，要突出外治方法的特色和优势，并要求学生掌握外科的专用方剂及外治药物的各种剂

型、适应证、用法等。各论为临床篇，以中医病名为主(无恰当中医病名者则用西医病名)

分章列节，按中医外科的传统分类方法分为:疮病、乳房疾病、瘦、瘤岩、皮肤及性传播疾

病、肠疾病、泌尿男性生殖疾周围血管和淋巴管疾病及外科其他疾病。要重点介绍疾病的诊

断、鉴别诊断和辨证论治方法。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1.学生应掌握中医外科疾病的病因病机，中医外科疾病辨证，中医外科疾病治法和中医

外科调护。

2.能够掌握外科的专用方剂及外治药物的各种剂型、适应证、用法等。

2.2 技能目标：

1.掌握外科科常见病、多发病的正确处理。

2.掌握外科科常用的操作技术。

3.熟悉常见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和辨证论治方法。

2.3 素质目标：

1.学生应具备知识的灵活运用和综合运用能力。

2.培养学生关心和爱护病人，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得以体现。

3.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特别加强诚信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1

第一章中

医外科学

发展概况

教学内容

1. 中医外科学的起源、形成、发展、成熟。

2.历代外科医学的主要学术成就、著述和创

造发明。重点介绍以陈实功、王维德、高锦

庭为代表的三大流派的主要学术思想和代表

著作。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0.5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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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和新成

就。

教学要求

1.掌握中医外科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代

表作、代表思想。

2．熟悉各历史时期中医外科名医名著作。

3.了解中医外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析

2

第二章中

医外科范

围、疾病

命名及基

本术语

教学内容

1.中医外科学的范围和特点。

2.中医外科疾病以部位、穴位、脏腑、病因、

形态、颜色、特征、范围、病程、传染性来

命名的实例。

3.外科疾病的基本术语。

教学要求

1.掌握中医外科疾病的命名规律。

2.熟悉外科疾病的分类。

3.了解中医外科的范围、中医外科疾病的命

名规律。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1.5 学

时

3

第三章中

医外科疾

病的病因

病机

教学内容

1.病因：外感六淫（包括五邪），外来伤害，

感受特殊之毒，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伤

虚损。病理产物成为致病因素等。

2.病机：从气血凝滞、经络阻塞、邪正盛衰、

脏腑失和四个方面阐述外科疾病的基本病

机；从气血、经络、脏腑与外科疾病发生的

关系动态理解外科疾病的病机。

教学要求

1.熟悉外科常见致病因素的特点。

2.掌握中医外科疾病总的发病机制。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3学时

4

第四章中

医外科疾

病的辩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辨病

1.外科临证首先辨病，抓住每种疾病的主要

症状。辨病之后再进行八纲辨证及外科特有

的肿痛痒脓、溃疡形色、善恶顺逆、经络气

血多少辨证以分型。

2.辨病的基本程序。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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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诊在外科辨病、辨证中的应用（教材无

此内容，授课时补充）：侧重介绍各诊在外

科疾病辨病、辨证中的特点和意义。

第二节 阴阳辨证

1.阴阳是外科疾病辨证的总纲：外科阴阳辨

证与内科阴阳辨证的异同。

2.从全身症状辨阴阳的特点：阳证与热证；

阴证与虚证。

3.以疮疡为例，从局部症状辨阴阳从以下方

面着手：①病位的浅深；②皮肤的颜色；③

皮肤的温度；④肿形的高度；⑤肿胀的范围；

⑥肿块的硬度；⑦疼痛的感觉；⑧脓液的稀

稠。

4.阴证、阳证常错杂在一起。

5.阴证、阳证常相互转化。

第三节 部位辨证

1.发病部位与病邪的关系。

2.上、中、下三部辨证：人体上、中、下三

部的划分，三部不同的病因特点、发病特点、

症候特点。

第四节 经络辨证

1.经络辨证的目的：阐述病理、制定治则；

明了病灶在何经、按经络气血多少、分经用

药，可以提高疗效。

2.人体各部经络所属：重点介绍乳房部，甲

状腺、男性前阴等部的经络所属。

3.十二经络气血之多少：

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多气多血。

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

手厥阴心包经一一多血少气。

手少阳三焦集、足少阳胆经、手少阴心经、

足少阴肾经、手太阴肺经一一多气少血。

由于疮疡所发部位和经络的不同，治疗上须

根据病位经络之所主而选用相应治则，或相

应引经药物。

第五节 局部辨证

1.辨肿：辩肿的病机、辩肿的性质、辨肿的

病位和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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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辨肿块、结节：

(1)肿块与结节的概念和异同：大小的差别。

(2)从大小、形态、质地、活动度、位置、界

限、疼痛和内容物等方面辨肿块。

3.辨痛：辨痛的原因、疼痛类别、疼痛性质、

疼痛与肿结合起来辨。

4.辨痒：

痒亦是气血失和、经络不通所成。所谓甚者

痛，微者痒也。为皮肤病、疮疡的重要症状。

(1)以其原因来辨：风、湿、热、虫、血虚。

(2)以其病变过程来辨：肿疡作痒、溃疡作痒。

5.辨麻木：

麻木是由于气血不运或毒邪炽盛，以致经脉

阻塞而成。由于病因不同，麻木的情况亦有

差异。

6.辨脓：

脓乃火热蒸酿腐肉而成，气血所化，疮疡出

脓是正气载毒外出的现象。

(1)成脓的特点：从成脓时间、全身症状、疾

病体征三方面讲述。

(2)辨脓操作方法有：按触法、透光法、点压

法、穿刺法。

(3)辨脓的部位深浅。

(4)辨脓的形质、色泽、气味。

(5)辨脓注意事项。

7.辨溃疡

(1)辨溃疡的色泽：阳证溃疡、阴证溃疡、疗

疮走黄、有头疽虚陷时溃疡的色泽。

(2)溃疡的形态：脓毒性溃疡、疮痨性溃疡、

岩性溃疡、营养不良性溃疡、异物性溃疡、

瘘管和窦道的形态。

8.辨出血：

(1)辩明出血的性状、部位、原因。

(2)便血和尿血的辨证。

第七节 辨善恶顺逆

1.将《第二章·中医外科范围、疾病命名及

基本术语》中有关内容在此节讲解。外科疾

病在其发展过程中，按着顺序出现应有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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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者，即称为顺证，凡不以顺序而出现不良

的症状，即称为逆证。在病程中出现善的症

状者预后较好；出现恶的症状者预后较差。

2.善恶从全身症候判断预后；顺逆从局部症

候判断预后。

3.善顺为非生理功能的正常情况。

教学要求

1.熟悉四诊在外科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2.掌握外科疾病的阴阳辩证。

3.掌握外科疾病局部常见症状辩证。

4.了解外科疾病辩经络部位。

5.了解外科疾病辩善恶顺逆。

5

第五章

中医外科

疾病治法

教学内容

1.内治法：

(1)以消、托、补为纲，作为外科疾病初起、

成脓、溃后三个阶段的治疗大法。

(2)内治法的具体运用，分为解表、通里、清

热、温通、化痰、理湿、行气、和营、内托、

补益、养胃等。每法举出代表方、常用药物、

适应证和注意事项。重点介绍清热和养胃法。

2.外治法：外科之法最重外治。

(1)药物疗法：根据疾病特点选择适宜外治药

物剂型及相应的药物外治方法。

(2)手术疗法：包括切开法、烙铁烙法、砭镰

法、挂线法、结扎法。分别说明其适应证、

用法和注意事项。强调方法的延续和工具的

改进。

(3)其他疗法：引流法(药线引流、导管引流、

扩创)、垫棉法、药筒拔法、针灸法、熏法、

熨法、热烘疗法、冷冻疗法、激光疗法、浸

渍法等，每法举出适应症，用法及注意点。

强调方法的延续和工具的改进。

教学要求

1.掌握内治法的总原则。

2.熟悉内治法的应用。

3.了解内治法的临床意义。

4.掌握外治法的总原则。

5.熟悉外治法的应用。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4学时



350

6.了解外治法的临床意义。

6
第六章

疮疡

教学内容

1.疮疡的病因、病机、辩证规律。

2.不同部位痈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3.有头疽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4.疽毒内陷的分型论治及急救措施。

5.不同部位发的辩证论治。

6.颜面部疔疮、手足部疔疮、红丝疔的症状

和治疗。

7.走黄的分型论治及急救措施。

8.暑疖、疖病的临床表现和辩证论治。

9.丹毒的临床表现和辩证论治。

10.附骨疽的临床表现与辩证论治。

11.流注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2.流痰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3.瘰疬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4.掌握褥疮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教学要求

1.掌握疮疡的病因、病机、辩证规律。

2.熟悉疮疡内治三大法则及外治法的临床运

用。

3.掌握不同部位痈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4.熟悉痈的临床特点。

5.掌握有头疽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6．熟悉有头疽的病因病机。

7.掌握疽毒内陷的分型论治及急救措施。

8.掌握不同部位发的辩证论治。

9.熟悉发的定义和临床特点。

10.掌握颜面部疔疮、手足部疔疮、红丝疔的

症状和治疗。

11.了解具有特殊性质的烂疔、疫疔临床特点

和预防方法。

12. 掌握走黄的分型论治及急救措施。

13．掌握暑疖、疖病的临床表现和辩证论治。

14.了解疖的概念和临床特点。

15.掌握丹毒的临床表现和辩证论治。

16.熟悉下肢丹毒的防治。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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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掌握附骨疽的临床表现与辩证论治。

19.熟悉附骨疽的病因病机。

20．了解附骨疽由于骨关节的破坏而造成的

后果。

21.掌握流注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2.熟悉流注的病因病机。

23.掌握流痰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4.熟悉流痰的病因病机。

25.掌握瘰疬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6.了解瘰疬与臖核、失荣的鉴别。

27.掌握褥疮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8.了解褥疮的预防与调护。

7
第七章

乳房疾病

教学内容

1.乳房检查方法。

4.乳痈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7.粉刺性乳痈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0.乳发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3.乳痨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6.乳漏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9.乳痹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2.乳疠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5.乳核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8.乳岩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教学要求

1.掌握乳房检查方法。

2.熟悉乳房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及诊疗要点。

3.了解乳房的解剖生理、病因病机及辅助检

查。

4.掌握乳痈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5.熟悉乳痈的概念、鉴别诊断及其他疗法。

6.了解乳痈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7.掌握粉刺性乳痈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8.熟悉粉刺性乳痈的概念、鉴别诊断及其他

疗法。

9.了解粉刺性乳痈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

护。

10.掌握乳发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1.熟悉乳发的概念及鉴别诊断。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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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了解乳发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13.掌握乳痨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4.熟悉乳痨的概念、鉴别诊断及其他疗法。

15.了解乳痨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16.掌握乳漏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17.熟悉乳漏的概念及鉴别诊断。

18.了解乳漏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19.掌握乳痹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0.熟悉乳痹的概念及鉴别诊断。

21.了解乳痹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22.掌握乳疠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3.熟悉乳疠的概念及鉴别诊断。

24.了解乳疠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25.掌握乳核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6.熟悉乳核的概念及鉴别诊断。

27.了解乳核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28.掌握乳岩的临床表现及辩证论治。

29.熟悉乳岩的概念及鉴别诊断。

30.了解乳岩的病因病机及预防与调护。

8 第八章瘿

教学内容

1.瘿的概念与分类；甲状腺疾病的检查方法。

2.气瘿、肉瘿、石瘿、瘿痈的辩证论治。

教学要求

1.掌握瘿的概念与分类；甲状腺疾病的检查

方法。

2.熟悉瘿病的内治方法。

3.掌握气瘿、肉瘿、石瘿、瘿痈的辩证论治。

4.熟悉气瘿、肉瘿、石瘿、瘿痈的临床表现。

5.了解气瘿、肉瘿、石瘿、瘿痈的预防与调

护。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2学时

9
第九章

瘤、岩

教学内容

1.瘤和岩的定义、特点和分类。

2.瘤和岩的病因病机。

3.瘤和岩的诊断要点。

4.瘤的治疗原则。

教学要求

瘤和岩的定义、特点和分类；瘤和岩的病因

病机；瘤和岩的诊断要点；瘤的治疗原则。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2学时

10
第十章皮

肤及性传

教学内容

1.常见原性皮损的皮疹特点及不同。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1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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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疾病 2.热疮、蛇串疮、疣、风热疮、黄水疮、癣、

虫咬皮炎、疥疮、湿疮、接触性皮炎、药疹、

风瘙痒、瘾疹、牛皮癣、猫眼疮、白疕、白

驳风、黧黑斑、粉刺、面游风、酒齄鼻、油

风、瓜藤缠、红蝴蝶疮、淋病、梅毒、尖锐

湿疣、艾滋病的辩证论治。

教学要求

1.掌握常见原性皮损的皮疹特点及不同。

2.熟悉皮肤病的病因病机、内治法、外用药

剂型及外用药物的使用原则。

3.掌握热疮、蛇串疮、疣、风热疮、黄水疮、

癣、虫咬皮炎、疥疮、湿疮、接触性皮炎、

药疹、风瘙痒、瘾疹、牛皮癣、猫眼疮、白

疕、白驳风、黧黑斑、粉刺、面游风、酒齄

鼻、油风、瓜藤缠、红蝴蝶疮、淋病、梅毒、

尖锐湿疣、艾滋病的辩证论治。

4.熟悉热疮、蛇串疮、疣、风热疮、黄水疮、

癣、虫咬皮炎、疥疮、湿疮、接触性皮炎、

药疹、风瘙痒、瘾疹、牛皮癣、猫眼疮、白

疕、白驳风、黧黑斑、粉刺、面游风、酒齄

鼻、油风、瓜藤缠、红蝴蝶疮、淋病、梅毒、

尖锐湿疣、艾滋病的临床表现。

5.了解热疮、蛇串疮、疣、风热疮、黄水疮、

癣、虫咬皮炎、疥疮、湿疮、接触性皮炎、

药疹、风瘙痒、瘾疹、牛皮癣、猫眼疮、白

疕、白驳风、黧黑斑、粉刺、面游风、酒齄

鼻、油风、瓜藤缠、红蝴蝶疮、淋病、梅毒、

尖锐湿疣、艾滋病的预防与调护。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11

第十一章

肛门直肠

疾病

教育内容

1.肛门直肠疾病的诊断。

2.痔、肛裂、肛痈、肛漏、脱肛、直肠息肉、

锁肛痔的辩证与治疗。

教育要求

1.掌握肛门直肠疾病的诊断。

2.熟悉肛门直肠疾病的治疗。

3. 了解肛门直肠疾病的预防与调护。

4.掌握痔、肛裂、肛痈、肛漏、脱肛、直肠

息肉、锁肛痔的辩证与治疗。

5.熟悉痔、肛裂、肛痈、肛漏、脱肛、直肠

息肉、锁肛痔的病因病机。

6.了解痔、肛裂、肛痈、肛漏、脱肛、直肠

息肉、锁肛痔的预防与调护。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8学时

12 第十二章 教学内容 课前预习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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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男性

生殖系疾

病

1.泌尿男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

2.掌握子痈、囊痈、子痰、阴茎痰核、尿石

症、精浊、精癃的诊断和辩证论治。

教学要求

1.掌握泌尿男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

法。

2.了解泌尿男性生殖系统与脏腑经络的关

系。

3.掌握子痈、囊痈、子痰、阴茎痰核、尿石

症、精浊、精癃的诊断和辩证论治。

4.熟悉子痈、囊痈、子痰、阴茎痰核、尿石

症、精浊、精癃的病因病机及鉴别诊断。

5.了解子痈、囊痈、子痰、阴茎痰核、尿石

症、精浊、精癃的预防与调护。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13

第十三章

周围血管

疾病

教学内容

1.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痈的

临床表现。

教学要求

1.掌握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

痈的临床表现。

2.熟悉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

痈的治疗。

3.了解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

痈的预防与调护。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5学时

14

第十四章

其他外科

疾病

教学内容

1.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痈的

临床表现。

教学要求

1.掌握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

痈的临床表现。

2.熟悉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

痈的治疗。

3.了解冻疮、烧伤、毒蛇咬伤、破伤风、肠

痈的预防与调护。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

段：多媒体、

板书、病例分

析

3学时

4.教学建议：

4.1教学方法：

采用病例导入，启发式教学方法；模拟诊疗的角色扮演式教学方法；模型示教、模拟操

作的教学方法；自学讨论式教学方法；床旁教学方法等。

（1）病例导入，启发式教学方法：课前由教师选择临床典型病例进行归纳整理，并结

合病例设置问题，发给学生，让学生分组准备，查找相关医学文献。课堂上教师进行启发式

提问，采取讨论式教学，每组学生都有发言机会。最后，由教师进行引导总结。从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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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了改革和实践。强调全面的、系统的结合；突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

与微观辨证”的临床思维模式。强化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方法防病治

病。培养学生掌握本课程范围内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辨证治施技能，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可显

著加深同学们的记忆和理解，提高学习效果。

（2）模拟诊疗的角色扮演式教学方法：在模拟的情境中，学生分别扮演“医生”和“患

者”的角色，实践采集病史并记录，体格检查，选择辅助检查方法，做出初步诊断并制定处

理方案的工作过程。

（3）模型示教、模拟操作的教学方法：如外科检查、各种外科操作的消毒、等都可在

模型上示教及实训，显著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4）自学讨论式教学方法：在课前教师根据课程内容给出提纲，学生按提高复习相关

的基础知识，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上课时教师根据提纲内容简单评估，了

解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的情况。然后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讨论一个内容，教师组间巡

回指导，最后由小组间推荐代表汇报讨论结果，教师进行总结。

4.2评价方法：

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考核的方式，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20%，单元测试

占30%，期末考试成绩50%，期末考试采用理论闭卷测试的形式进行。

4.3教材选编：

中医外科学(第九版),李曰庆,何清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外科学(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陈红风，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加强青年教师培养，教研室实行资深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在教案和讲稿的组

织及书写、备课方法、教学方法及内容、授课方法和技巧等方面给予全面指导，鼓励创新教

学，加强课程思政教学。坚持集体备课制度、听课制度。我院的教学设备先进，教室全部具

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包括各种音像及计算机投影、幻灯等。

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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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外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192

学分：9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外科学》是医学科学的重要课程之一，是研究外科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同时也

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外科学以解剖、生理、病理、组织胚胎学等基础课程的

学习为基础，也是学习各分支亚专业比如普通外科学、骨科学等的基础。外科学有自身的理

论体系、又与基础医学和其他中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医学专业的专业主修课程。

关键词：课程地位、主要功能、与其他课程关系

《外科学》是中医学专业专业主修课程（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外

科学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外科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使学

生能适应外科医学从业人员的工作要求，必须有能力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必须能够在日

新月异的医学进步环境中保持医学业务水平的持续更新，它要以解剖、生理、病理、组织胚

胎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深造各亚专业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知道各系统常见疾病、多发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领会外科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特别是外科学相关各系统常见疾病、多发疾病的临床

表现、诊断及防治原则。

能分析与应用外科学基本检查和操作。

能分析各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外科相关检验检查结果，并能综合病例信息综合评价之。

能综合某个病例的疾病信息，做出诊断，决定治疗原则与方法，在这个过程中知道相关

的基本的药理知识及临床合理用药原则，知道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和筛查的原则，知道治疗

过程中相关祖国医学的知识。

2.2技能目标：

(1)全面、系统、正确地采集病史的能力。

(2)系统、规范地进行体格及精神检查的能力，规范书写病历的能力。

(3)较强的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

(4)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处理能力。

(5)外科常见急症的诊断、急救及处理能力。

(6)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合适的临床技术，选择最适合、最经济的诊断、治疗手段的

能力。

(7)运用循证医学的原理，针对临床问题进行查证、用证的初步能力。

(8)初步具备与病人及家属有效交流的能力。

(9)初步具有与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卫生从业人员交流的能力。

(10)结合临床实际，能够独立利用图书资料和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医学问题及获取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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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信息，能用 1门外语阅读外科相关医学文献。

(11)能够对病人和公众进行与外科有关的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的宣传教

育。

(12)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3素质目标：

(1)遵纪守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热爱祖国，忠

于人民，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2)珍视生命，关爱病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将预防疾病、驱除病痛作为自己的终身

责任；将提供临终关怀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将维护民众的健康利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3)树立终身学习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断追求卓越。

(4)具有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交流的意识，使他们充分参与和配合治疗计划。

(5)在职业活动中重视医疗的伦理问题，尊重患者的隐私和人格。

(6)尊重患者个人信仰，理解他人的人文背景及文化价值。

(7)实事求是，对于自己不能胜任和安全处理的医疗问题，应主动寻求其他医师的帮助。

(8)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开展卫生服务工作

的观念。

(9)树立依法行医的法律观念，学会用法律保护病人和自身的权益。

(10)在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去追求准确的诊断或改变疾病的进程时，应考虑到病人及其

家属的利益，并注意发挥可用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

(11)具有科学态度、创新和分析批判精神。

(12)履行维护医德的义务。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第十七章

颅内压增高

及脑疝

教学内容：

1.颅内压增高的概念、形成与调

节、原因、常见诱发疾病、病理生

理、类型、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

原则等。重点是病因、临床表现、

治疗。

2.脑疝的解剖学基础、病因及分

类、病理学、临床表现及治疗，重

点是脑疝的分类、常见病因、临床

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处理原则、

小脑幕切迹疝和枕骨大孔疝的解

剖和临床表现。

3.颅内压增高的新进展和发展趋

势。

教学要求：

1.利用实物模型及图片

讲解颅内压增高。

2.利用临床视频讲解外

科颅内压增高的重要性

及相关重点。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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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颅内压增高的概念、形成与

调节、代偿。

2.领会颅内压增高的病因、病理生

理、引起颅内压增高的常见疾病。

3.领会并会分析颅内压增高的临

床表现，特别是颅内压增高的“三

主症”，能综合应用分析具体病例。

4.能将颅内压增高的一般处理和

降颅内压治疗应用于具体病例。

5.知道脑疝的分类

6.领会脑疝的常见病因

7.领会脑疝的临床表现

8.分析脑疝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9.能领会小脑幕切迹疝与枕骨大

孔疝的解剖及临床表现，并加以分

析

2 第十八章

颅脑损伤

教学内容：

1.颅脑损伤概述（颅脑损伤方式、

分类）、头皮损伤的解剖、类型、

诊断和治疗原则。

2.颅骨骨折的发生机制、类型、诊

断和治疗原则。

3.颅脑损伤的分类、发生机制，原

发性脑损伤和继发性脑损伤的类

型、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与预后。

4.颅内血肿（重点讲授硬膜外和硬

膜下血肿）的诊断和处理。

5.开放性脑损伤的处理原则。

6.Glasgow昏迷评分法和传统的分

法。

教学要求：

1.知道头皮解剖及头皮损伤的分

类，能综合相关信息与知识做出诊

断，分析病情后能分析出头皮损伤

的处理原则。

2.知道颅骨骨折的分类，领会颅骨

骨折的诊断，决定颅骨骨折的治

疗。

1.利用临床病例讲解颅

脑损伤。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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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道脑震荡、脑挫裂伤和脑干损

伤的临床表现，分析脑震荡的诊断

及治疗。

4.知道原发性脑损伤与继发性病

变的鉴别要点。

5.知道颅内血肿的发生机制、影像

学检查，知道硬脑膜外血肿和硬脑

膜下血肿的临床表现和手术适应

证，能根据具体病例综合做出诊断

及治疗。

6.领会脑内血肿的 CT、MRI 表现，

脑内血肿手术适应证

7.领会 Glasgow 昏迷评分法和传

统的分法。

3 第十九章

颅内和椎管

内肿瘤

教学内容：

1.颅内肿瘤的病因、分类、临床表

现、诊断、治疗。

2.椎管内肿瘤的分类和病理、临床

表现、诊断、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颅内肿瘤的病因和病理学

分类，知道并领会分析颅内肿瘤的

临床表现。

2.应用颅内肿瘤的临床表现等具

体信息、分析得出诊断和鉴别诊

断。

3.知道颅内肿瘤的治疗并能针对

具体类型选择相应治疗。

4.分析髓内外病变的鉴别诊断。

5.知道常见颅内、椎管内肿瘤的基

本知识。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

课，结合播放动画来加

深同学的印象。

2.穿插双语教学。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

堂互动，提问课题内容，

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4 第二十章

脑血管性疾

病

教学内容：

1.脑出血的常见病因及蛛网膜下

腔出血的病因。

2.脑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临

床表现

3.脑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

断和鉴别诊断。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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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脑出血的急性期治疗

5.脑出血的手术适应症

6.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治疗

教学要求：

1.领会脑血管性疾病的分类。

2.分析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

Hunt 及 Hess 分级。

3.分析脑出血的病因、临床表现、

诊断、鉴别诊断、急性期治疗和外

科治疗原则。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5 第二十一章

颅脑和脊髓

先天畸形

教学内容：

1.先天性脑积水的分类、病因、临

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2.颅裂和脊柱裂的临床表现、诊断

和治疗原则。

3.狭颅症的临床表现。

4.颅底陷入症的临床表现和诊断。

教学要求：

1.知道颅裂和脊柱裂的分类。

2.领会先天性脑积水的分类、临床

表现和治疗原则。

3.领会狭颅症的临床表现。

4.应用颅底陷入症的诊断要点。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0学时

实践

1学时

6 第二十二章

颈部疾病

教学内容：

1.甲状腺的解剖生理。

2.单纯性甲状腺肿的病因、临床表

现、诊断、治疗及预防。

3.甲状腺炎的分类及临床表现、诊

断和治疗。

4.甲状腺腺瘤的临床表现及治疗。

5.甲亢的外科治疗（临床表现、诊

断及手术治疗）。

6.甲状腺癌的病理类型、临床表

现、临床分期、诊断及治疗。

7.甲状腺结节的诊断及处理原则。

8.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外科治疗

（甲状旁腺的解剖生理、甲旁亢的

病理、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5 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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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颈淋巴结结核的临床表现、诊断

及治疗。

10.常见的颈部肿块的鉴别。

教学要求

1.知道甲状腺的解剖、生理和甲状

旁腺的解剖生理。

2.知道单纯性甲状腺肿的病因、临

床表现、预防，能应用做出诊断及

综合分析具体病例后得出治疗原

则。

3.知道甲亢的病因、临床表现；领

会并应用甲亢手术的术前准备、术

后常见并发症及处理。知道甲亢手

术的适应证及禁忌证，并能应用于

具体病例，知道甲状腺危象的病

因、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和

治疗，并能就具体病例分析后得出

诊断并制定治疗措施。

4.辨别甲状腺癌的病理类型及其

临床特点。

5.对比甲状腺癌各病理类型临床

表现、甲状腺结节的鉴别诊断，知

道甲状腺结节的处理原则。领会甲

状腺癌的常见治疗手段。最终能根

据具体病例分析后做出诊断（包括

初步病理诊断），制定治疗方案。

6.知道甲状腺炎的分类及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

7.知道甲状腺炎的分类及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

8.知道甲旁亢的病因，领会甲状旁

腺功能亢进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

疗措施。

9.知道颈淋巴结结核的临床表现、

诊断及治疗。

10.领会常见颈部肿块的鉴别。

7 第二十三章

乳房疾病

教学内容：

1.乳房的解剖生理概要，乳房视诊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理论

1.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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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及意义、乳房扪诊的方

法、腋窝淋巴结的分组、常用的乳

房影像学检查方法。

2.急性乳房炎的病因、临床表现、

诊断和防治及脓肿切开引流注意

事项。

3.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腺瘤的临床

特点、诊断及治疗。

4.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常见组织学

类型及转移途径、临床表现和临床

分期、诊断及手术治疗放手、适应

症及综合治疗及预防。

教学要求：

1.知道乳房视诊的主要内容及意

义、乳房扪诊的方法、腋窝淋巴结

的分组，并能实操；知道常用的乳

房特殊检查方法，并能熟练应用。

2.知道急性乳腺炎的发病原因；领

会急性乳腺炎的临床表现及治疗

原则，综合分析后能做出知道，选

择治疗方法。能操作脓肿切开引

流，知道脓肿切开引流注意事项。

3.识别乳腺囊性增生病、乳房纤维

腺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

4.能评估乳癌的高危因素和临床

分期、知道常见组织学类型及转移

途径、临床表现、各治疗方法，经

对具体病例综合分析后能得出诊

断及制定治疗方案，并能正确选择

治疗方法。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实践

2学时

8 第二十四章

胸部损伤

教学内容：

1.胸外伤概论：胸部损伤的分类及

紧急处理。

2.肋骨骨折的临床表现、诊断、处

理原则。

3.气胸的临床表现、诊断、处理原

则。

4.血胸的临床表现、诊断、处理原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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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5.创伤性窒息的概念、临床表现和

治疗。

6.肺损伤：肺爆震伤的概念。

7.心脏损伤：心脏损伤的临床表现

及治疗。

8.膈肌损伤：膈肌损伤的临床表现

及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常见胸部损伤的分类以及

紧急处理原则。知道连枷胸、纵隔

摆动的病理生理，领会肋骨骨折、

气胸、血胸、创伤性窒息的临床表

现，能应用诊断，做出相应的紧急

处理，知道胸外伤外科手术指征。

2.知道肺损伤中肺爆震伤的概念。

知道心脏损伤、膈肌损伤的临床表

现及治疗。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6.准备相关视频及图

片，加深对于关键知识

点的理解。

9 第二十五章

胸壁、胸膜

疾病

教学内容：

1.胸壁疾病的诊断及处理原则。

2.急、慢性脓胸的病因、临床表现、

诊断及治疗原则。

3.胸壁结核的临床表现及治疗原

则。

4胸壁肿瘤、胸膜肿瘤的临床表现、

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胸壁疾病的诊断以及外科

手术指征。急、慢性脓胸的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则。

2.知道胸壁结核的临床表现及治

疗原则。知道胸膜肿瘤的临床表

现、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6.准备相关视频及图

片，加深对于关键知识

点的理解。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10 第二十六章

肺部疾病

教学内容：

1.肺大疱与自发性气胸的鉴别方

法及肺大疱的治疗。

2.肺感染性疾病的外科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理论

3学时

实践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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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肺肿瘤：肺癌的定义、病因、病

理类型及临床特点、转移途径、临

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TNM 分

期、治疗以及预后。肺癌的病因；

肺部良性肿瘤的分类。肺转移性肿

瘤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教学要求：

1. 知道肺大疱与自发性气胸的鉴

别方法及肺大疱的病因、临床表

现、并发症、诊断与鉴别诊断及外

科治疗。知道肺感染性疾病的临床

表现以及外科治疗原则。

2.知道肺癌的定义、病因、病理类

型及临床特点、转移途径、TNM 分

期，领会临床表现，能应用诊断和

鉴别诊断，知道肺癌的外科治疗以

及综合治疗。知道肺部良性肿瘤的

分类。知道肺转移性肿瘤的临床表

现及诊断。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6.准备相关视频及图

片，加深对于关键知识

点的理解。

11 第二十七章

食管疾病

教学内容：

1.食管癌的定义、外科解剖、病因、

病理、临床分型、临床表现、诊断、

鉴别诊断和治疗原则。

2.食管良性肿瘤

3.贲门失驰缓症的病因、临床表现

及治疗原则。

4.腐蚀性食管灼伤的病因、临床表

现及治疗原则。

5.食管憩室的分型、临床表现及治

疗。

教学要求：

1.知道食管癌的定义、外科解剖、

病因、病理、临床分型，领会食管

癌的临床表现，能应用诊断和鉴别

诊断，知道食管癌外科治疗原则以

及消化道重建。

2.知道食管良性肿瘤的临床表现

以及治疗原则。知道贲门失驰缓症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6.准备相关视频及图

片，加深对于关键知识

点的理解。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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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因、临床表现及治疗原则。

3.知道腐蚀性食管灼伤的病因，领

会腐蚀性食管灼伤的临床表现，知

道腐蚀性食管灼伤的治疗原则。

4.知道食管憩室的分型、临床表现

及治疗。

12 第二十八章

原发性纵隔

肿瘤

教学内容：

纵隔的解剖分区，原发纵隔肿瘤的

种类、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教学要求：

知道纵隔的解剖分区以及原发纵

隔肿瘤的种类，领会原发纵隔肿瘤

的临床表现，能应用原发纵隔肿瘤

的诊断，知道原发纵隔肿瘤的治

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6.准备相关视频及图

片，加深对于关键知识

点的理解。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13 第二十九章

心脏疾病

教学内容：

1.心脏的解剖生理。

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

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治

疗及手术方式。

3.心脏瓣膜病的病因、病理、临床

表现、诊断、治疗及合并症。4.

先天性心脏病的临床表现、诊断和

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心脏解剖生理概要，知道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病因

与病理，领会冠心病的临床表现，

能应用诊断，知道并发症和外科治

疗的适应症，能建立冠心病的治疗

框架。知道冠脉搭桥术的手术方式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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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常用人体自身血管材料。

2.知道心脏瓣膜病的病因，临床表

现，知道影像学特点，能应用所学

诊断心脏瓣膜病及合并症的处理。

3.知道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的临

床表现和诊断。

14 第三十章

胸主动脉疾

病

教学内容：

胸主动脉疾病概述。

教学要求：

知道主动脉疾病概论内容，常见主

动脉疾病如主动脉夹层及升主动

脉瘤。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15 第三十一章

腹外疝

教学内容：

1.腹外疝的病因、病理解剖及临床

类型。

2.腹股沟疝的解剖概要（解剖层

次）、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

及治疗。

3.股疝：股管的解剖、股疝的临床

表现及鉴别诊断、治疗。

4.其它腹外疝：切口疝、脐疝的概

述。

教学要求：

1.知道腹外疝的概念、病因、病理

解剖，领会临床类型。

2.知道腹股沟疝、股疝的解剖概

要；领会腹股沟疝的临床表现，诊

断及鉴别诊断；能应用知识，辨别

腹股沟直疝、腹股沟斜疝及股疝；

能做出各种腹外疝的诊断、鉴别诊

断及分析，能建立腹外疝的治疗框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3学时

实践

3学时



367

架。

3.知道切口疝、脐疝的临床表现。

16 第三十二章

腹部损伤

教学内容：

1.腹部外伤的分类、病因、临床表

现、诊断及处理。

2.脾脏损伤的特征、临床表现及处

理。

3.肝损伤的特征、临床表现及处

理。

4.胰腺损伤的临床表现及处理。

5.胃、十二指肠损伤的特征、临床

表现及处理。

6.小肠损伤的特征、临床表现及处

理。

7.结肠、直肠损伤的临床表现及处

理。

8.腹膜后血肿的诊断、临床表现及

处理。

教学要求：

1. 知道腹部损伤的分类、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及处理。知道脾损

伤的特征、临床表现及处理；知道

肝损伤的特征、临床表现及处理；

胰腺损伤的临床表现及处理；胃十

二指肠损伤的临床表及处理；小

肠、结肠及直肠损伤的特征及处

理；腹膜后血肿的特征及处理。领

会腹部各脏器损伤的特征，能通过

临床表现及检查结果，明确分析判

断各个脏器损伤。根据各个脏器损

伤部位综合分析处理措施。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17 第三十三章

急性化脓性

腹膜炎

教学内容：

1.腹膜的解剖与生理。

2.弥漫性腹膜炎的病因、常见致病

菌、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及

治疗。

3.腹腔脓肿的分型、诊断及治疗。

4.腹腔间隔室综合征的病因、临床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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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诊断及治疗。

教学要求：

1.领会腹膜的解剖与生理。。

2.综合弥漫性腹膜炎的病因、常见

致病菌、病理生理、临床表现等能

做出诊断及治疗。

3.领会腹腔脓肿的分型、诊断及治

疗。

4.知道腹腔间隔室综合征的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18 第三十四章

胃十二指肠

疾病

教学内容：

1.胃十二指肠解剖生理。

2.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外科治疗。

3.胃术后并发症及处理。

4.胃癌的临床表现及治疗。

5.常见胃肿瘤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6.常见十二指肠疾病的临床表现。

教学要求：

1.知道胃十二指肠的解剖生理概

要，知道胃十二指肠溃疡病合并穿

孔、出血、幽门梗阻的临床表现、

诊断和治疗原则。2.知道胃十二指

肠疾病的外科治疗适应证、各种手

术方式及其治疗溃疡病的理论基

础。知道术后并发症的诊断与防

治。3.知道胃良、恶性肿瘤的病

理、分期和诊治原则。特别针对胃

癌应能就具体病例综合分析其病

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

与预防。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3学时

实践

3学时

19 第三十五章

小肠疾病

教学内容：

1.小肠的解剖和生理概要。

2.肠结核和肠伤寒的病因、病理、

临床表现、诊断、治疗。

3.急性出血性肠炎和克罗恩病的

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4.肠梗阻的分类、病因、病理生理、

诊断和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理论

1.5 学时

实践

1.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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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肠系膜血管缺血性疾病的临床

表现和诊断、治疗。

6.短肠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和治疗。

7.小肠肿瘤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

疗。

8.先天性肠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

和治疗。

教学要求：

1. 知道小肠解剖生理概要，知道

肠结核、肠伤寒、急性出血性肠炎、

克罗恩病的病因、临床表现，能应

用诊断，知道其治疗。能应用关于

肠结核、克罗恩病的辅助检查做出

鉴别诊断，知道克罗恩病的并发

症。

2.知道肠梗阻的分类、病因、病理

生理。领会肠梗阻的诊断思路，能

够运用所学诊断肠梗阻，知道肠梗

阻的治疗方案，能建立肠梗阻的治

疗框架。知道粘连性肠梗阻、肠扭

转、肠套叠的病因、临床表现、诊

断与治疗。

3.知道肠系膜血管缺血性疾病、短

肠综合征、小肠肿瘤、先天性肠疾

病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0 第三十六章

阑尾疾病

教学内容：

1.阑尾的解剖生理。

2.急性阑尾炎的病因、病理分型、

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治疗

及并发症的处理。

3.特殊类型阑尾炎的基本概要。

4.慢性阑尾炎的临床表现及治疗。

5.阑尾肿瘤的分类及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阑尾解剖生理概要。2.知道

急性阑尾炎的病因与病理分型，领

会急性阑尾炎的临床表现，能应用

诊断，知道外科治疗的适应症及方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5 学时

实践

1.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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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能建立急性阑尾炎的治疗框

架。知道急性阑尾炎的并发症及术

后并发症。

2.知道慢性阑尾炎的病因、病理、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3.知道阑尾肿瘤的分类及治疗。

21 第三十七章

结肠、直肠

与肛管疾病

教学内容：

1.结直肠的解剖生理。

2.结直肠及肛管的检查方法

3.乙状结肠扭转及溃疡性结肠炎

的外科治疗原则。

4.肠息肉及肠息肉病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合并

症。

5.结直肠癌的病理、分期、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

5.直肠肛管先天性疾病概述。

6.肛裂、痔、直肠肛管周围脓肿、

肛瘘、直肠脱垂、便秘的临床特点

与诊治原则。

教学要求：

1.知道结直肠解剖生理概要，知道

结直肠息肉及结直肠息肉病的病

因与病理分类。掌握结直肠及肛管

的检查方法。领会溃疡性结直肠炎

的临床表现，能应用诊断，知道局

部并发症和外科治疗的适应症，能

建立溃疡性结直肠炎的治疗框架。

知道溃疡性结直肠炎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2.知道结直肠癌的概论内容，知道

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知道结直肠

癌的病理，领会结直肠癌的临床表

现，知道影像学特点，能应用所学

诊断结直肠癌，知道结直肠癌切除

术的范围及重建方式。

3.知道直肠肛管先天性疾病的临

床表现和诊断。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6学时

实践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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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道肛裂、痔、直肠肛管周围脓

肿、肛瘘、直肠脱垂、便秘的临床

特点（病因、临床表现等），能分

析出相应的诊治原则。

22 第三十八章

肝疾病

教学内容：

1.肝脏解剖生理概要。

2.偶发肝脏肿块的诊断与鉴别诊

断。

3.肝脓肿，包括细菌性肝脓肿和阿

米巴性肝脓肿。

4.肝良恶性肿瘤，重点是原发性肝

癌。

5.肝囊肿。

教学要求：

1.知道肝脏的解剖与生理功能。

2.知道常见偶发性良性与恶性肝

肿物有哪些。

3.知道细菌性肝脓肿的病因与常

见致病菌，领会细菌性肝脓肿的临

床表现，能综合信息诊断肝脓肿，

领会细菌性肝脓肿的治疗原则，领

会细菌性肝脓肿与阿米巴性肝脓

肿的鉴别要点。知道肝脓肿的治疗

原则与方法。

4.识别原发性肝癌的病因，归纳原

发性肝癌的病理类型，领会原发性

肝癌的临床表现，能分析原发性肝

癌相关的检验与检查结果，知道原

发性肝癌常见的检验与检查方法，

能综合病例信息应用诊断标准诊

断原发性肝癌，知道原发性肝癌的

治疗原则与手段。知道转移性肝癌

的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原则。

5.知道肝囊肿的病因、分类、临床

表现、诊断与治疗原则。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23 第三十九章

门静脉高压

症

教学内容：

门静脉高压症的解剖概要，病理生

理，病因、临床表现和诊断，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理论

1学时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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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能描述门静脉系与腔静脉系之间

的四个交通支，知道门静脉高压的

病理生理，知道门静脉高压症的

危险因素，知道门静脉高压症影

像学特点，能分析门静脉高压症的

临床表现，知道 Child-Pugh 分级，

领会门静脉高压症的诊断，能应用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治

疗方法，知道常见门静脉高压症的

手术方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1学时

24 第四十章

胆道疾病

教学内容：

1.胆道的解剖和生理功能，特别是

胆管通道、胆道疾病诊断的常用检

查方法。

2.胆囊结石、肝外、内胆管结石临

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

急性胆囊炎、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

管炎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

断和治疗。

3.熟悉胆道疾病常见并发症及处

理原则。

教学要求：

1.知道胆道的解剖和生理。

2.知道胆道疾病常用的特殊检查

方法，并能应用。

3.知道胆道感染、胆系结石、胆

道蝈虫症概论内容，知道胆道感

染、胆系结石、胆道蝈虫症的危

险因素，知道它们影像学特点，能

应用所学诊断胆道感染、胆系结

石、胆道蝈虫症。

领会胆石病、胆道感染的临床表

现、诊断要点和手术适应证。

4.估计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

的病因、领会其临床表现和设计与

评价治疗原则。

5.知道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特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3学时

实践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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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手术指征。领会胆道疾病常

见并发症及处理原则。

6.道胆管癌的病因与病理分类，

领会胆管癌的临床表现，能应用

诊断，知道局部并发症和外科治疗

的适应症，能建立胆管癌的治疗

框架。

25 第四十一章

胰腺疾病

教学内容：

1.胰腺的解剖生理。

2.急慢性胰腺炎的病因、病理、临

床表现、诊断、治疗及合并症。

3.胰头癌和壶腹部癌的临床表现、

诊断和治疗。

4.胰腺囊性疾病概述。

5.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表

现和诊断。

教学要求：

1.知道胰腺解剖生理概要，知道急

性胰腺炎的病因与病理分类，领会

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能应用诊

断，知道局部并发症和外科治疗的

适应症，能建立急性胰腺炎的治疗

框架。知道慢性胰腺炎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2.知道胰腺癌和壶腹周围癌概论

内容，知道胰腺癌的危险因素，知

道胰腺癌和壶腹周围癌的病理，领

会胰腺癌、壶腹部癌的临床表现，

知道影像学特点，能应用所学诊断

胰腺癌、壶腹周围癌，知道胰头十

二指肠切除术的范围及重建方式。

3.知道胰岛素瘤的临床表现和诊

断。知道胰腺囊性疾病的概况（特

别是胰腺假性囊肿）。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26 第四十二章

脾疾病

教学内容：

脾切除的适应证、疗效及术后常

见并发症。

教学要求：

知道脾脏解剖生理概要，知道脾脏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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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知道脾切除的适应症、疗

效，术后常见并发症。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7 第四十三章

消化道大

出血的诊

断与外科

处理原则

教学内容：

消化道大出血的临床诊断分析和

处理原则

教学要求：

1.知道消化道解剖生理概要，知道

消化道出血的病因，领会消化道出

血的临床表现，能应用诊断，知道

外科治疗的适应症，能建立消化道

出血的治疗框架。

2.知道消化道大出血概论内容，知

道消化道大出血的危险因素，知道

影像学特点，能应用所学诊断消化

道大出血。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 学时（线

上）

实践

1学时

28 第四十四

章

急腹症的

诊断与鉴

别诊断

教学内容：

急腹症的定义、病因、临床诊断与

分析、处理原则，常见急腹症的诊

断与鉴别诊断要点。

教学要求：

1.知道急腹症的定义与病因，领会

消化道出血的临床诊断与分析过

程，知道急腹症的处理原则，常见

急腹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要点。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 学时（线

上）

实践

1学时

29 第四十五

章

周围血管

教学内容：

1.周围血管病概述。下肢静脉系统

的解剖特点。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理论

2学时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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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淋巴管

疾病

2.下肢浅静脉曲张的病因、临床表

现、检查和诊断方法，并发症的防

治，非手术和手术治疗的主要方

法。

3.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因、病

理，不同时期的临床表现和治疗原

则。

4.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病因、诊

断和治疗原则。

5.周围血管疾病的分类、病理基

础、诊断和鉴别诊断要点。

6.急、慢性动、静脉栓塞的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7.腹主动脉瘤的病因、诊断和治疗

原则。

8.淋巴水肿的病因、分类、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下肢静脉的解剖，领会下肢

静脉曲张的临床表现、诊断、检查

方法和治疗原则。知道血管疾病的

临床表现。

2.知道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概论，

领会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原则。领会急性深

静脉血栓的诊断和治疗原则。领会

急性动脉栓塞的诊断和治疗原则。

建立下肢动脉缺血的治疗框架;能

够分析下肢缺血性和淤血性疾病

的病因、病理和临床表现。

3.领会动脉瘤和损伤性动、静脉瘘

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知

道淋巴水肿的病因、分类、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学时

30 第四十六章

泌尿、男性

生殖系统外

科检查和诊

教学内容：

1.泌尿、男生殖系统外科疾病的主

要症状。

2.泌尿、男生殖系统外科检查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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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教学要求：

1.知道泌尿、男生殖系统外科疾病

的主要症状。

2.领会泌尿、男生殖系统外科检

查。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1 第四十七章

泌尿男生殖

系统先天性

畸形

教学内容：

1.泌尿、男生殖系统先天性畸形概

述。

2.多囊肾、蹄铁形肾、重复肾盂输

尿管、肾盂输尿管连接处梗阻、其

他肾和输尿管异常病因、病理、临

床表现、诊断、治疗及合并症。

3.膀胱外翻、尿道上裂、尿道下裂

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4.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隐

睾症、输精管附睾精囊发育异常、

包茎和包皮过长的临床表现和诊

断。

教学要求：

1.知道泌尿、男生殖系统先天性畸

形概述。

2.知道多囊肾、蹄铁形肾、重复肾

盂输尿管、肾盂输尿管连接处梗

阻、其他肾和输尿管异常的病因与

病理分类，领会多囊肾的临床表

现，能应用诊断，知道局部并发症

和外科治疗的适应症。

2.知道多囊肾、蹄铁形肾、重复肾

盂输尿管、肾盂输尿管连接处梗

阻、其他肾和输尿管异常病因病理

及临床表现，知道影像学特点，能

应用所学诊断多囊肾、蹄铁形肾、

重复肾盂输尿管、肾盂输尿管连接

处梗阻、其他肾和输尿管异常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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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道.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

征、隐睾症、输精管附睾精囊发育

异常、包茎和包皮过长的临床表现

和诊断及治疗原则

32 第四十八章

泌尿系统外

伤

教学内容：

1.肾外伤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

诊断、治疗及并发症

2.输尿管外伤的临床表现、诊断和

治疗。

3.膀胱外伤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

疗。

4.尿道外伤的临床表现、分型、诊

断和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肾外伤的病因与病理分类，

领会肾外伤的临床表现，能应用诊

断，知道并发症和外科治疗的适应

症，能建立泌尿系统外伤的治疗框

架。

2.知道输尿管外伤的病因、病理、

临床表现，知道影像学特点并发症

及治疗，能应用所学诊断输尿管外

伤

3.知道膀胱外伤的病因、病理、临

床表现和诊断、治疗。尤其是影像

学诊断。

4.知道尿道外伤的病因、病理、临

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则，领会不

同尿道外伤部位的临床表现。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33 第四十九章

泌尿、男生

殖系统感染

教学内容：

1.泌尿、男生殖系统感染概述。

2.急性肾盂肾炎、肾积脓、肾皮质

多发脓肿、肾周围炎的病因、病理、

临床表现、诊断、治疗。

3.急慢性细菌性膀胱炎、尿道炎的

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4.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慢性前列

腺炎、急性附睾炎、慢性附睾炎病

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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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领会第一节泌尿、男生殖系统感

染概述内容，能针对具体病例做出

对应的分析（包括但不限于病因、

感染途径、诊断、治疗、鉴别诊断

等）。

2.知道急性肾盂肾炎、肾积脓、肾

皮质多发脓肿、肾周围炎的诊断、

临床表现，及治疗原则。

3.知道急慢性细菌性膀胱炎、尿道

炎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

则。

4.知道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慢性

前列腺炎、急性附睾炎、慢性附睾

炎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

则。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4 第五十章

泌尿、男生

殖系统结核

1.泌尿生殖系统结核的病理、临床

表现、诊断、治疗原则。

2.男生殖系统结核的病理、临床表

现、诊断、治疗原则。

教学要求：

1.知道泌尿、男生殖系统结核的病

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原则。

能综合病例信息做出肾结核的分

析与诊断及鉴别诊断，决定治疗方

案。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35 第五十一章

尿路梗阻

教学内容：

1.尿路梗阻概述。

2.肾积水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

疗。

3.急慢性尿潴留的病因、临床表

现、诊断及治疗

4.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病因、病理、

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泌尿系梗阻的概述，包括病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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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和病理生理。

2.知道肾积水的临床表现、诊断和

治疗。知道肾积水的鉴别诊断，常

见的引起肾积水的病因。

3.领会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表

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方法和

手术适应证。

4.知道急慢性尿潴留的病因、临床

表现、诊断和治疗。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6 第五十二章

尿路结石

教学内容：

1.尿石症概述：尿石症的病因学，

尿石症的病理生理。

2.上尿路结石的临床表现、诊断、

治疗和预防。

3.下尿路结石的临床表现、诊断和

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尿路结石的形成机制、影响

因素、病理生理、结石成分及性质。

2.领会上尿路结石的临床表现（包

含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和治

疗。能综合病例信息，特别是影像

学检查信息做出诊断，决定治疗方

案，选择治疗方法。

3.知道下尿路结石的病因、临床特

点、诊断和治疗方法。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37 第五十三章

泌尿、男生

殖系统肿瘤

教学内容：

1.肾癌、肾盂肿瘤和肾母细胞瘤、

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病理、临床

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

2.膀胱肿瘤的病因、病理、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预防。

3.前列腺癌、睾丸肿瘤、阴茎癌的

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和治

疗原则。

教学要求：

1.知道各种肾肿瘤的病理。

2.领会各种肾肿瘤、肾盂癌的临床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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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特点、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

3.知道膀胱肿瘤的病因，领会膀胱

肿瘤的病理特点、临床表现、诊断

和治疗。

4.知道前列腺癌的病因，领会其临

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5.知道睾丸肿瘤、阴茎癌的病理、

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8 第五十四章

泌尿、男生

殖系统的其

他疾病

教学内容：

肾下垂、肾血管性高血压、精索静

脉曲张、鞘膜积液、女性压力性尿

失禁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及治

疗原则。

教学要求：

知道肾下垂、肾血管性高血压、精

索静脉曲张、鞘膜积液、女性压力

性尿失禁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

及治疗原则。知道鞘膜积液的分

型、鉴别诊断。知道女性压力性尿

失禁的鉴别诊断。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39 第五十五章

肾上腺疾病

的外科治疗

教学内容：

1.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及

治疗。

2.皮质醇增多症的病因和病理、临

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及治疗。

3.嗜铬细胞瘤的病因、病理、临床

表现、辅助检查及诊断治疗。

4.肾上腺髓质增生、无症状肾上腺

增生的的鉴别诊断及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病

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

诊断及治疗。

2.知道皮质醇增多症的病因和病

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及

治疗。

3.领会嗜铬细胞瘤的临床表现、辅

助检查及诊断治疗。注意能分析继

发性高血压及鉴别诊断。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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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道肾上腺髓质增生、无症状肾

上腺增生的的鉴别诊断及治疗。

40 第五十六章

男性性功能

障碍不育和

节育

教学内容：

1.男性生殖生理的基本概念。

2.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3.男性不育症的病因、诊断，治疗。

4.男性节育的方法、适应证。

教学要求：

1.知道男性生殖系统的解剖与生

理特点。

2.知道男性性功能障碍的类型和

治疗。

3.知道男性不育症的病因和诊断

步骤。

4.知道男性节育的常用方法。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0学时

实践

2学时

41 第五十七章

运动系统畸

形

教学内容：

1.先天性肌性斜颈的病因、临床表

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及不同年龄治

疗方法的选择。

2.先天性并指、多指畸形的治疗方

法，如何判断主、副指。

3.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病理、临床

表现和诊断方法，不同年龄治疗方

法的选择。

4.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病因、病理

及治疗方法。

5.平足症及踇外翻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6.脊柱侧凸的分类、临床表现、特

殊检查方法、治疗方式的选择。

教学要求：

1.知道先天性肌性斜颈的临床表

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方法。

2.领会先天性并指、多指畸形的治

疗方法。

3.领会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先天性

马蹄内翻足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方

法、治疗措施。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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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道平足症、踇外翻的临床表现

及治疗。

5.知道脊柱侧凸的分类、临床表现

及治疗方法。

42 第五十八章

骨折概论

教学内容：

1.骨折的定义、成因、分类和骨折

移位的机理。

2.骨折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

骨折的早期及晚期并发症。

3.骨折愈合过程及影响骨折愈合

的因素，骨折愈合的分期及临床愈

合标准。

4.骨折的急救、治疗原则。开放性

骨折、开放性关节损伤的处理。

5.骨折延迟愈合、不愈合、畸形愈

合的处理。

教学要求：

1.领会骨折的概念、成因、分类、

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早期和晚

期并发症。能识别分析影像学检

查，并能应用。就具体病例能分析

其并发症。

2.领会并能应用骨折愈合的过程

和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

3.领会骨折愈合过程、愈合标准及

影响因素。

4.领会骨折的急救、治疗原则、复

位标准、骨折固定方法及开放性骨

折、开放性关节损伤的处理方法。

5.领会骨折延迟愈合、不愈合、畸

形愈合的处理。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3学时

实践

3学时

43 第五十九章

上肢骨、关

节损伤

教学内容：

1.锁骨骨折的解剖、病因与分类、

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

2.肩锁关节、肩、肘关节脱位、桡

骨头半脱位的解剖、病因、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

3.肱骨近端骨折的解剖概要、病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理论

3学时

实践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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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类、诊断及治疗。

4.肱骨干骨折的解剖概要、病因、

分类、移位特点、临床表现及治疗

原则。

5.肱骨髁上骨折的解剖概要，伸直

型肱骨髁上骨折的病因、临床表

现、并发症、治疗原则。屈曲型肱

骨髁上骨折的病因、临床表现、治

疗原则。

6.前臂双骨折的解剖概要，病因、

分类、临床表现，移位特点和治疗

原则。

7.桡骨远端骨折的解剖概要、病

因、分类。Colles、Smith、Barton

骨折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治疗原

则。

教学要求：

1.领会锁骨骨折解剖概要、病因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可能的并发

症及成因、治疗原则。能分析出肩

锁关节脱位的分型及制定治疗原

则。

2.知道肩、肘关节脱位的解剖、病

因、分类、临床表现、诊断和复位

固定方法。

3.知道桡骨头半脱位的解剖、好发

年龄、领会其发生机制、知道临床

表现、能应用诊断和制定治疗方

案。

4.知道肱骨近端骨折的 Neer 分

型。知道肱骨干骨折、肱骨髁上骨

折及前臂双骨折、桡骨远端骨折的

移位特点、解剖、病因、分类、诊

断和治疗原则。知道伸直型肱骨髁

上骨折的并发症。知道孟氏骨折、

盖氏骨折的概念。领会 Colles、

Smith、Barton 骨折的概念。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44 第六十章 教学内容：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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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及断

肢（指）再

植

1.手的功能位、休息位、保护位。

2.手外伤的检查与诊断。皮肤损伤

检查，肌腱损伤检查，神经损伤检

查，血管损伤检查，骨关节损伤检

查。

3.手外伤现场急救及治疗原则。肌

腱损伤修复。

4.断肢（指）再植：断肢的急救；

断肢（指）再植的适应证，禁忌症；

断肢（指）再植手术原则和程序；

断肢再植术后处理。

教学要求：

1.领会手的功能位、休息位、保护

位。知道手外伤的治疗原则。

2.知道断肢（指）再植的定义、急

救，知道断肢（指）再植的适应症

及禁忌症，领会断肢（指）再植的

分类。

3.知道并应用离断肢体的保存运

送。

4.知道再植的适应证、手术原则和

领会术后处理原则。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1学时

实践

2学时

45 第六十一章

下肢骨、关

节损伤

教学内容：

1.髋关节脱位的分类，髋关节脱位

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方法。髋

关节后脱位的分型、临床表现、诊

断与治疗。

2.股骨颈骨折、转子间骨折、股骨

干骨折：解剖概要、病因与分类、

临床表现与诊断、治疗。

3.髌骨骨折：解剖概要，病因与分

类，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

4.膝关节韧带损伤的解剖概要，损

伤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影像学

检查与关节镜检查，治疗原则。膝

关节半月板损伤的解剖概要、发病

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影像学检

查与关节镜检查，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4学时

实践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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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胫骨平台骨折、胫腓骨骨干骨

折：解剖概要、病因及分类、治疗。

6.踝部骨折、足部骨折：解剖概要、

病因与分类，临床表现和诊断、治

疗。踝部扭伤的解剖概要、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教学要求：

1.知道髋关节脱位的分类、临床表

现、诊断和治疗。能应用诊断，分

析分类与分型，制定治疗方案。

2.知道下肢骨关节解剖，领会股骨

颈骨折的分类、临床表现和治疗。

3.知道股骨干骨折的临床表现、诊

断和治疗原则。

4.知道胫腓骨骨干骨折、踝部骨折

的病因、分类、治疗原则，踝部扭

伤的治疗原则。

5.知道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的发病

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

6.领会股骨转子间骨折、髌骨骨

折、胫骨平台骨折、足部骨折的病

因、分类、治疗原则。

46 第六十二章

脊柱、脊髓

损伤

教学内容：

1.脊柱骨折的病因和分类、临床表

现、影像学检查及诊断、急救和搬

运、治疗。

2.脊髓损伤的病理生理及临床表

现、诊断、并发症及治疗。

教学要求：

1.能够鉴别脊柱骨折的分类。

2.能够操作脊柱骨折的搬运方法。

3.评估脊柱骨折的手术指征。

4.能应用并分析影像学检查及结

果，能做出脊柱骨折、脊髓损伤的

诊断、治疗。知道脊柱骨折、脊髓

损伤的临床表现，知道脊髓损伤的

并发症。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47 第六十三章 教学内容：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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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髋臼

骨折

1.骨盆骨折的病因和分类、临床表

现、影像学检查、合并症及诊断、

急救处理、治疗。

2.髋臼骨折的病因、分型、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骨盆骨折、髋臼骨折的病

因、分类、治疗。

2.领会骨盆骨折的临床表现、影像

学检查、合并症及诊断、急救处理。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1学时

实践

2学时

48 第六十四章

周围神经损

伤

教学内容：

1.周围神经损伤的病因、分类、临

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2.常见的上下肢神经损伤的病因、

易受损伤的部位、临床表现、诊断、

治疗原则和预后。

教学要求：

1.知道周围神经损伤的病因、分

类、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2.知道常见的上下肢神经损伤的

病因；知道正中神经、尺神经、桡

神经损伤的机制；知道上下肢神经

损伤易受损伤的部位、临床表现、

诊断、治疗原则，领会神经损伤的

预后。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49 第六十五章

运动系统慢

性损伤

教学内容：

1.运动系统慢性损伤概论（包含病

因、分类、临床特点、治疗原则）。

2.慢性软组织损伤的解剖、病因与

病理、临床表现和治疗。

3.骨的慢性损伤（疲劳的骨折、月

骨无菌性坏死）的病因、临床表现

与治疗。

4.软骨的慢性损伤的病因、临床表

现与治疗。

5.滑囊炎、狭窄性腱鞘炎、腱鞘囊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387

肿、肱骨外上髁炎的病因病理、临

床表现、治疗。粘连性肩关节囊炎

的病因、病理、临床特点、鉴别诊

断、治疗。

教学要求：

1.能够应用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的

治疗原则。

2.知道肱骨外上髁炎、弹响指的定

义。

3.知道肩周炎的临床表现和治疗

方法。

4.知道运动系统慢性损伤概论（包

含病因、分类、临床特点、治疗原

则）。知道骨的慢性损伤（疲劳的

骨折、月骨无菌性坏死）的病因、

临床表现与治疗。知道软骨的慢性

损伤的病因、临床表现与治疗。

5.知道滑囊炎、狭窄性腱鞘炎、腱

鞘囊肿、肱骨外上髁炎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治疗。知道粘连性

肩关节囊炎的病因、病理、临床特

点、鉴别诊断、治疗。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50 第六十六章

股骨头坏死

教学内容：

1.股骨头坏死的病因、发病机制、

病理特点、临床表现与诊断方法。

2.股骨头坏死 X 线下分期标准，治

疗方法的选择。

教学要求：

领会股骨头坏死的病因、病理、诊

断方法及治疗原则。知道其临床表

现。能评估其影像学检查结果。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51 第六十七章

颈、腰椎退

行性疾病

教学内容：

1.脊柱的解剖。

2.颈椎退行性疾病、腰椎退行性疾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理论

2学时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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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特别是颈椎病和椎间盘突出

症）的病因、病理、分型及临床表

现、影像学检查、诊断、鉴别诊断

以及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脊柱的解剖。

2.知道颈椎退行性疾病、腰椎退行

性疾病（特别是颈椎病和椎间盘突

出症）的病因、病理、分型及临床

表现。

3.能够鉴别人体脊神经的分布及

不同节段椎间盘突出可以导致的

症状分布。

4.能够描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

方案及其适应证。

5.知道颈椎病、椎间盘突出症的影

像学特征，能评估结果并鉴别诊

断，能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学时

52 第六十八章

骨与关节化

脓性感染

教学内容：

1.化脓性骨髓炎的感染途径；急性

血源性骨髓炎的病因、病理、临床

表现、临床检查、诊断和鉴别诊断、

诊断和治疗；慢性血源性骨髓炎的

病理、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则、

手术方法的选择。化脓性脊椎炎的

病因病理、影像学表现、临床表现

和治疗。

2.化脓性关节炎的病因、病理、临

床表现、临床检查、诊断、鉴别诊

断和治疗。

教学要求：

1.领会急性血源性骨髓炎的病因、

病理、临床表现、临床检查、诊断

和鉴别诊断、治疗。能根据具体病

例做出诊断，制定治疗方案。

2.知道慢性血源性骨髓炎的病理、

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则、手术

方法的选择。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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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道化脓性脊椎炎的病因病理、

影像学表现、临床表现和治疗。

4.领会化脓性关节炎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临床检查、诊断鉴

别诊断和治疗。能根据具体病例做

出诊断，制定治疗方案。

53 第六十九章

骨与关节结

核

教学内容：

1.骨与关节结核概论。

2.脊柱结核的病理、临床表现、影

像学检查、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

3.脊柱结核并发截瘫的机制、临床

表现与诊断、治疗。

4.髋关节结核、膝关节结核的病

理、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诊断

与鉴别诊断、治疗。

教学要求：

1.能够描述脊柱结核、髋关节结

核、膝关节结核的临床表现。

2.知道脊柱结核、髋关节结核的病

理分型。

3.知道脊柱结核的好发部位。

4.能够描述脊柱结核流注脓肿的

进展过程。

5.能评估骨与关节结核的影像学

检查结果，能做出诊断与鉴别诊

断，确定治疗原则。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54 第七十章

非化脓性关

节炎

教学内容：

1.骨关节炎，特别是膝关节炎的病

因、病理变化特点、临床表现、X

线表现、治疗方法的选择。

2.强直性脊柱炎的病理特点、症状

特点、实验室及 X 线检查特点、诊

断标准与鉴别诊断、治疗方法。

3.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理特点、临

床表现、实验室及 X 线检查特点、

诊断标准治疗方法的选择。

教学要求：

1.领会骨关节炎的病因、分类、病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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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

2.知道强直性脊柱炎的病理、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查、X 线表现、诊

断与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

3.知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症状体征、实验室

检查、X线表现、诊断标准及治疗

方法。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1 7

1

第七十一章

骨肿瘤

教学内容：

1.骨肿瘤的定义、分类、发病情况、

临床表现、诊断、外科分期、和治

疗。

2.良性骨肿瘤（骨样骨瘤、骨软骨

瘤、软骨瘤）的临床表现、Ｘ线特

征、治疗原则。

3.骨巨细胞瘤的临床表现、Ｘ线特

征和治疗原则。

4.恶性骨肿瘤(骨肉瘤、尤因肉瘤、

骨髓瘤)的临床表现、Ｘ线特征、

诊断和治疗原则。

5.转移性骨肿瘤的定义、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治疗。

6。其他病损的临床表现、治疗。

教学要求：

1.知道骨肿瘤的定义、分类、发病

情况、临床表现、诊断、外科分期、

和治疗。

2.领会骨巨细胞瘤、骨肉瘤、尤因

肉瘤的特征性Ｘ线表现及临床表

现、治疗原则。

3.知道骨软骨瘤、骨巨细胞瘤的临

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则。

4.知道其他骨肿瘤、病损的临床表

现、治疗。

1.结合临床病例分析讲

解课程，主要采用讲授

法。

2.穿插双语教学。

3.适当安排提问加强师

生互动和归纳。采用事

例分析，加强理解。同

时结合相关研究新进展

丰富内容，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

4.尽量趣味化。

5.加强课堂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根据外科学课程的性质特点，教学方法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建议以 CBL 教学法为主，

要注意启发式和循序渐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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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充分利用动物实验、图片、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效果。并通过临床

实习中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技能操作以及专题讲座等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真正实现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水平的全面提高。同时结合学生情况，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课程考核最终成绩（100 分）组成：期末成绩 50%，课中评价 20%，单元测试 20%，见习

或实验 10%。1.期末考试题型包括选择题和病例分析题，选择题一般采用执业医师考试题型

（A1、A2、A3、A4、B1），占比为 60%；病例分析题重点考核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占比 40%。2.课中评价包括课堂表现、随堂测试。共 20 分，以学生出勤情况、

上课纪律与积极性、随堂测试情况决定最终成绩。原则上课堂表现基础分 10 分，学生旷课、

迟到、早退 1次减 1 分，随堂测试采用雨课堂线上当堂测试为主，每次课 10 分，取所有随

堂测试成绩的平均值。3.单元测试单元测试分四次（包含期中考试），具体根据所教授系统

疾病再择时进行，采用的方式，期中考试以期末考试类似的形式进行，其余三次单元测试原

则上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比如主题论述、病例分析、选择题测验等方式。取四次单元测试的

平均值计入最终成绩。4.见习（实验）成绩根据每次见习内容具体决定每次见习的考核内容，

形式可以不拘一格，病例分析、主题讨论等均可，取每次见习成绩的平均值计入最终成绩。

最终成绩100分=期末成绩50分+单元测试20分+平时成绩（课中评价+见习（实验成绩））

30 分

4.3 教材选编：

陈孝平，汪建平主编《外科学》第9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吴阶平主编，《黄家驷外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6版。

赵继宗，周定标，主编，《神经外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2014年，第3版。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临床执业医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国家

医学考试中心，2022修订版。

执笔：姚兴国

审核：李世平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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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妇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 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妇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女性生殖系统生理、病理和特有疾病

防治的临床学科。《中医妇科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临床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

熟悉或了解女性生理、病理特点和常见经、带、胎、产、杂等病的辨证论治。

2.课程目标：

通过课堂讲授和临床见习，系统掌握中医妇科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妇科常见病的辨证

论治、理法方药原则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人体正常分娩机制及异常处理。并通过本

门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中医妇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正确诊断

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对其辩证分型、拟方选药，并具备对类似病证的鉴别诊断能力。通过

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能够熟练书写规范的中医妇科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能对妇科的部分疑

难病证和急危症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诊治。

2.1 知识目标：

 熟练掌握和运用中医妇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正确诊断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对其辩证分型、拟方选药。

 能够鉴别诊断类似妇科病证。

2.2 技能目标：

 熟练书写规范的中医妇科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

 能对妇科的部分疑难病证和急危症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诊治。

2.3 素质目标：

培养具有执行国家卫生工作方针、贯彻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妇女保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

规的意识。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

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绪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中医妇科学的定义和范围。

了解中医妇科学的发展简史，各

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著作。

2．能力目标能初步分辨妇科疾

病和其他疾病。能根据不同历史

时期的代表著作，

查阅有关理论依据。

讲授：1.了解中医四大经典

是中医妇科学的源头。

2.熟悉中医妇科学在十个

历史时代的重大学术成就。

代表医家及著作。让学生了

解历史，以史为鉴，开拓未

来，激发学生学习中医妇科

学的兴趣与责任。

理论

10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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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解剖生理

特点

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肾、肝、脾三脏在产生月经

中的作用；天癸的生理作用。掌

握月 经、带下、妊娠、新产后

（产褥）的生理现象。熟悉胞宫、

冲任督带的生理功能；月经 产

生的机理；受孕的必备条件。

1.问题式讲授：掌握肾、肝、

脾三脏在产生月经中的作

用；天癸的生理作用。掌握

月 经、带下、妊娠、新产

后（产褥）的生理现象。熟

悉胞宫、冲任督带的生理功

能；月经 产生的机理；受

孕的必备条件。

理论

8 学时

3 妇科疾病的病

因病机概要

教学目的与要求：

1． 知识目标 掌握妇科疾病

发生的主要病理机制。熟悉导致

妇科疾病的主要病因。

2． 能力目标 具有辨别致病

因素的能力。会分辨脏腑功能失

常、气血失调、影响冲 任，引

起妇科病证的机理。

中医妇科学教学中使用启

发式作为教学方法指导思

想。

主要采用“精讲+讨论”的

方法，同时配以问答法、练

习法等。

3.坚持传授知识与培养能

力相统一的原则，实现教师

的主导作用和学生主动性

相结合。

理论

8 学时

4 妇科疾病的诊

断与辨证概要

教学目的与要求：

1． 知识目标 掌握妇科问诊

的主要内容及其临床意义。熟悉

妇科望诊、闻诊、切诊 的主要

内容及其临床意义。掌握脏腑辨

证中肝、肾、脾病变的证候特点。

了解妇科检查、常用辅助检查的

方法和临床意义。

2．能力目标 能正确运用中医

的四诊方法，全面搜集患者妇科

病史资料，并能以此 为依据，

分辨病变在脏、在腑、在气、在

血和寒、热、虚、实属性。能初

步利用西医学 妇科检查、常用

辅助检查协助诊断妇科疾病。

讲授妇科疾病的诊断与辨

证概要：妇科问诊的主要内

容及其临床意义。熟悉妇科

望诊、闻诊、切诊的主要内

容及其临床意义。脏腑辨证

中肝、肾、脾病变的证候特

点。了解妇科检查、常用辅

助检查的方法和临床意义。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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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妇

科

疾

病

的

治

法

概

要

妇

科

疾

病

的

治

法

概

要

妇科疾病的治

法概要

1． 知识目标 掌握妇科常用

的内治法和代表方药。熟悉妇科

常用的外治法和药物。 了解妊

娠禁忌药物；外治法应注意事

项。

2． 能力目标 具有依据妇科

病常见证型，正确制定治疗原

则，选用相应方、药的能 力。

会根据病情，选择相应外治法，

并能进行正确的操作。

讲授：熟悉妇科常用的外治

法和药物、妊娠禁忌药物、

外治法应注意事项。

6 预

防

与

保

健

预防与保健

1． 知识目标 了解经期、妊

娠期、产褥期、哺乳期、绝经前

后的卫生保健知识。

2．能力目标 具有向不同年龄

和不同生理期的妇女开展卫生

宣传教育、提供保健指 导和医

疗服务的能力。

讲授与案例教学：了解经

期、妊娠期、产褥期、哺乳

期、绝经前后的卫生保健知

识。

7 各 论 掌握：月经病、带下病、

妊娠病、产后病、妇科杂病的定

义、范围、病因病机及治疗原则、

治法和方药。

能运用中医基本知识和理论对

常见病证进行辨证论治。

讲授与案例教学：

掌握其定义、范围、病因病

机及治疗原则、治法和方

药。

能运用中医基本知识和理

论对常见病证进行辨证论

治。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录像演示、情境教学法、实训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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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中医翻译科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年，第 2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建设《中医妇科学》校级一流课程网站，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组织教师自主制作、不

断更新教学视频资料，围绕教材内容收集典型案例，以音频、视频、文档的形式进行课堂展

示，以增强教材说服力和感染力。帮助学生不断获得最新的网络课程资料信息。

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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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骨伤科学》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学时:48

学分：3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为中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教育课程,为必修课程。主要研究运用祖国医学

研究防治皮肉筋骨、脏腑经络损伤疾患的一门学科。通过对《中医骨伤科学》的学习，学生

能够为以后从事中医或骨伤专科临床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并初步具有整理研究伤科祖国医

学遗产的能力。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要求掌握中医骨伤科学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骨伤病的分类、病因病机、

临床诊查及治疗方法；以及对骨折、脱位、筋伤、骨病等疾病的诊治原则。熟悉其理论及知

识在临床中的指导作用；了解中医骨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2 技能目标：

在授课的同时培养学生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创新性思维能力、

运用网络资源获取新知识和相关信息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培养，让学生逐渐具备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3 素质目标

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对专业思想和中医专业的

热爱。在讲授骨伤科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注重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始终贯彻对人文素质的培养，注重和开拓人文素质的培养，注

重以人为本，提倡医为仁术，以患者为中心，加强对人文素质的培养，不但让学生的人文素

质和知识技能得到提高，也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简要建议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中医骨

伤科发展简史

教学内容：

1.骨伤科的渊源,发展。

2.历代骨伤科学的主要成就。

3.清代以后世界列强侵略中国,使中

医骨伤科学遭到歧视,摧残的历史。

4.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采取拯

救,扶植,弘扬,发展中医政策,使骨

伤科空前发展。

教学要求

1.领会：中医骨伤科学各时期的代表

著作。

2.知道：中医骨伤科学的发展过程。

课堂讲授、示教、

自学、讨论、提问。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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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骨伤病

的分类与病因

病机

教学内容：

第一节损伤的分类七种分类方法

第二节损伤的病因

1.外因：直接外力,间接外力,慢性劳

损,肌肉牵拉。

2.内因：年龄因素,体质因素,解剖因

素,职业因素,病理因素。

第三节损伤的病机

讲述人体筋骨,气血津液,经络脏腑

的病机。

教学要求：

1.应用：全科医学的基本原则、全科

医生工作的人文精神。

2.领会：全科医学基本特点。

3.知道：全科医学与其他医学学科不

同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理论

3学时

3 第三章骨伤病

的临床诊查
教学内容：

第一节四诊望诊,问诊,闻诊,切诊。

第二节伤科特殊检查法

1.测量检查：(1)角度测量(2)长度测

量(3)周径测量

2.运动检查：(1)步态(2)关节功能的

检查

3.感觉检查：(1)检查内容(2)临床意

义(3)记录方法

4.肌力检查：(1)肌容量(2)肌张力

(3)肌力

5.反射检查：(1)生理反射(2)病理反

射

教学要求：

1.应用：全科医生应诊中的 4 项主要

任务，掌握健康的概念。损伤一般症

状体征及特殊体征。骨病的症状体征

的一般症状体征及特殊症状。损伤的

四诊特点及内容。

2.领会：以患者为中心的接诊模式，

全科医疗的问诊方式。

3.知道：医生的关注中心，以疾病为

中心及以人为中心的差异，健康概念

引入实践案例、配

合图示、利用教学

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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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健康照顾。

4 第四章骨伤病

的治疗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内治法

十二种治疗法则

攻下逐瘀补气养血

行气活血补养脾胃

清热凉血补养肝肾

和营止痛温经通络

接骨续筋滋阴清热

舒筋活络清热解毒

第二节外治法

(1)外用药物:敷贴药,搽擦药,熏洗

药,热熨药使用原则,功效,适应症。

(2)理伤手法：介绍手法种类,使用原

则,功效,适应症等。

(3)制动：夹板石膏牵引外固定架。

(4)练功疗法。

(5)手术疗法。

以上讲授内容可根据学时的多少及

临床需要进行调整

1.素质目标：通过课堂思政与学科教

育的有机结合，使学生既掌握医学知

识，也在人文道德的熏陶中达到学科

知识、能力、职业素质、人文修养的

有机融合，培养服务社会的优秀能力

和品格。

2.知识目标：（1）掌握损伤的外治

法；（2）熟悉损伤的内治法

3．能力目标：对骨伤科学常用药、

常用方的使用适应症、辩证的掌握。

掌握三期用药辩证。对正骨 12 种常

用手法的理解，正确使用，并能掌握

其注意要点。

课堂讲授、示教、

自学、讨论、提问。

理论 5学

时

5 第五章骨折 教学内容

1.骨折的定义,病因病机。

骨折的分类。

2.骨折的临床诊断及其并发症。

3.骨折的愈合过程及影响愈合的因

素。

4.骨折的急救与治疗(包括:急救处

理,手法复位,固定,药物三期分治,

功能锻炼等)。

5.骨折迟延愈合,不愈合,畸形愈合

的处理。

课堂讲授、示教、

自学、讨论、提问。

理论2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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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应用：使学生在学过中医学各门基

础课程的基础上，了解与掌握骨折的

基本理论与骨折疾病诊断、治疗的基

础方法，形成学生综合处理疾病能力

的高阶跃进，提高学习挑战度，为今

后学习骨伤专业各门临床学科打下

扎实的基础。

2.掌握：使学生通过讲授，系统的掌

握骨折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即骨折的定义、病因病机、分

类、诊查要点及其并发症、愈合过程、

治疗方法等，并逐渐熟练的运用所学

的理论知识，对骨折常见病，多发性

具有独立的诊治能力，对骨折一些疑

难病症，危急重症具有初步诊断和急

救处理能力。

3.知道：在介绍骨折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使学生能够

意识到以病人为中心，指导患者正确

就诊，减少疾病的失治、误治。

6 第六章脱位 教学内容

1.概论。

1.1 脱位的概念。

2.脱位的分类和病因病机。

3.脱位的诊查要点。

3.1 脱位的受伤史。

3.2 脱位的临床表现。

3.3 脱位的并发症

4.脱位的治疗。

4.1 新鲜脱位的治疗。

4.1.1 复位。

4.1.2 固定。

4.1.3 功能锻炼、药物治疗。

4.2 陈旧性脱位的治疗。

4.2.1 手法复位。

4.2.2 手术复位适应症。

4.2.3 骨牵引。

4.2.4 其他治疗方法。

教学要求

1.应用：通过课堂思政与学科教育的

课堂讲授、示教、

自学、讨论、提问。

理论 6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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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使学生既掌握医学知识，

也在人文道德的熏陶中达到学科知

识、能力、职业素质、人文修养的有

机融合，培养服务社会的优秀能力和

品格。

2.掌握：掌握脱位的定义、病因、分

类、治疗与合并症，肩关节脱位、小

儿桡骨头半脱位、髋关节脱位的诊治

疗法。了解其他脱位的诊治方法。

3.了解：掌握脱位的分类和病因病

机、辩证诊断及治疗。养成运用基础

知识分析脱位，运用中医方法防治脱

位的创新思维与临床处理能力。

7 第七章筋伤 教学内容

1 病因病机：①外因包括直接外力、

间接外力、慢性劳损。②内因包括身

体素质、生理特点和病理因素.2 分

类：根据不同的暴力形式、筋伤的病

理变化与病程分类。

3 筋伤的诊查要点：初期、中期、后

期的主要临床表现。

4.熟悉筋伤后常见的并发症：小骨片

撕脱、神经损伤、损伤性骨化、关节

内游离体及骨性关节炎.5 筋伤的治

疗：理筋手法、药物、针灸、小针刀

疗法、水针、固定及练功等。

6.筋伤的预防与调护:避免来自外力

的伤害、风寒湿的侵袭，重视调养与

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

教学要求

了解：筋伤的病因病机、分类。

熟悉:筋伤的诊查要点与并发症。

掌握:筋伤的治疗原则。

课堂讲授、示教、

自学、讨论、提问

等

理论 3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集体性形成性评价主要是课程中授课班级全体同学集体共同参与，即每位学生学习过程

当中阶段性的学习成效反映，范围包括课程作业、案例分析、见习带教等。

参与性形成性评价主要是课程中授课班级部分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学习的过程反映，

范围包括随机抽查点名、随堂作业、课堂学习（课内提问、分组讨论学习、翻转课堂学习等）。

4.2 评价方法：



401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30-40%，期末理论考试占 60-70%。

4.3 教材选编：

1.教材：中医骨伤科学第十版主编：黄桂成王拥军

2.参考资料：《实用骨科学》第五版

3.《坎贝尔骨科学》第十三板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网址 http://course.jingpinke.com/benke。

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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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传染病学》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1.7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传染病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专业主修课程，本课程是研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人体内、

外环境中发生发展、传播和防治规律的科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传染病及

寄生虫病的病因、发病机制、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预防的理论知识，培养学

生具备传染病防治能力，使学生能适应传染病学临床工作的要求。它以微生物学，寄生虫学、

免疫学、流行病学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内科学、儿科学的基础。

2. 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传染病学》各章节疾病的相关知识，储备临床基础知识，达到知识目标，并在实

践中锻炼技能，达到技能目标，同时注重人文关怀，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达到

素质目标。

2.1 知识目标

 能够知道传染病学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史。

 能够知道传染病的流行条件、影响因素及预防措施。

 能够说明传染病的基本特征、临床特点、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能够应用传染病学的基本概念，传染病的消毒、隔离制度，对常见传染病进行诊断，

分析其处理原则。

 对法定传染病进行分类并应用疫情报告方法。

2.2 技能目标

 能够应用常见传染病的消毒、隔离方法。

 能够操作常见传染病的病史采集和系统检查。

 能够说明常见传染病诊断的常用辅助检查方法。

 能够操作腹腔穿刺等基本技能。

 能够对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属做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严谨缜密、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爱岗敬业的职业情感。树立关爱生命，关注

健康，乐于奉献的思想理念，培养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素质。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热爱专业、不断进取、刻苦学习的精神。培养医学生传

染病学疾病诊治的临床思维方法

 能保护病人隐私，同病人建立良好的人际沟通关系。

3.课程主要内容和要求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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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总论 教学内容：

引言、感染与免疫、传染病的发病机制、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及影响因素、传染病

的特征、传染病的诊断、传染病的治疗、

传染病的预防、新发传染病概述。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传染病学的任务和目

的。

2.理解:能够说明传染病的发病机制、

流行过程及影响因素、传染病的预防措

施。

3.运用：能够应用有关传染病学的基本

概念，传染病的基本特征、临床特点、

诊断依据和治疗原则。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教学方式，融入课程思

政教学，充分调动学生

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

性。

理论

2 学时

2 第二章第一

节病毒性肝

炎

教学内容：

病毒性肝炎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

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

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病毒性肝炎在目前传

染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知道病毒性

肝炎的并发症和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各型病毒性肝炎的病

原学及常用实验室检查的临床意义，知

道各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病学特点及

发病机制与病理。

3.运用：能够运用各型病毒性肝炎的临

床表现、诊断依据，进行诊断与鉴别诊

断，以及选择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2 学时

3 第二章第三

节

流行性感冒

病毒感染

教学内容：

流行性感冒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

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

并发症、实验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

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流感的实验室检查、

并发症、鉴别诊断及预后。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理论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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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能够说明流感的病原学特点、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流感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对流感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

疗方案。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4 第二章第四

节

麻疹

教学内容：

麻疹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预后、

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麻疹的实验室检查、

鉴别诊断和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麻疹的病原学特点、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并发症、

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麻疹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5 第二章第五

节

水痘

教学内容：

水痘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与病理解剖、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预

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水痘与其他出疹性疾

病的鉴别诊断、实验室检查和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水痘的病原学特点、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解剖、并发

症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水痘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6 第二章第六

节

流行性腮腺

炎

教学内容：

流行性腮腺炎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

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流行性腮腺炎的鉴别

应应用多媒体讲授、案

例分析、角色扮演、课

堂讨论、模拟实践等多

种方式，融入课程思政

教学，充分利用教材、

图表、图片、视频、多

媒体及形体语言等教

理论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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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实验室检查和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流行性腮腺炎的病原

学特点、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

并发症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流行性腮腺炎的临床

表现、诊断依据进行诊断，及选择治疗

方案。

学手段，结合临床典型

病案分析，加深学生对

疾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7 第二章第七

节

肾综合征出

血热

教学内容：

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概述及定义、病原

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

别诊断、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 识记：能够知道肾综合征出血热的

鉴别诊断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病

原学、流行病学特点、发病机制与病理

解剖特点、实验室检查、并发症及预防

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肾综合征出血热的五

期临床经过及各期的临床表现、诊断依

据进行诊断，明确分期，并选择各期治

疗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2 学时

8 第二章第八

节

流行性乙型

脑炎

教学内容：

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概述及定义、病原

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

别诊断、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鉴

别诊断、并发症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

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实

验室检查、鉴别诊断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临

床表现、诊断依据进行诊断，选择治疗

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9 第二章第十 教学内容：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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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狂犬病 狂犬病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

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预

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狂犬病的实验室检

查、并发症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狂犬病的病原学、流

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狂犬病的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以及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

方案。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1 学时

10 第二章第十

三节艾滋病

教学内容：

艾滋病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

学、发病机制与病理解剖、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预后、

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艾滋病的实验室检

查、鉴别诊断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艾滋病的病原学、发

病机制与病理解剖、流行病学。

3.运用：能够运用艾滋病的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

案，应用预防措施进行预防。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11 第三章第二

节恙虫病

教学内容：

恙虫病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

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预

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恙虫病的并发症、实

验室检查、鉴别诊断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恙虫病的病原学、流

行病学、发病机制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恙虫病的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

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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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四章第一

节伤寒

教学内容：

伤寒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预后、

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伤寒的鉴别诊断及预

后。

2.理解：能够说明伤寒的病原学、流行

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实验室检查、

并发症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伤寒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13 第四章第四

节霍乱

教学内容：

霍乱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预后、

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 识记：能够知道霍乱的并发症、鉴

别诊断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霍乱的病原学、流行

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实验室检查及

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霍乱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14 第四章第五

节细菌性痢

疾

教学内容：

细菌性痢疾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

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解剖、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

诊断、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细菌性痢疾的并发症

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细菌性痢疾的病原

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解剖、

实验室检查、鉴别诊断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根据细菌性痢疾的临床表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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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诊断依据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选

择治疗方案。

15 第四章第十

节百日咳

教学内容：

百日咳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

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预

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百日咳的并发症、鉴

别诊断及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百日咳的病原学、流

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实验室检查

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百日咳的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

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16 第四章第十

一节猩红热

教学内容：

猩红热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

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猩红热的鉴别诊断。

2.理解：能够说明猩红热的病原学、流

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实验室检查

及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猩红热的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

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17 第四章第十

二节流行性

脑脊髓膜炎

教学内容：

流脑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并发症和后遗症、诊断、鉴别诊断、

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流脑的并发症和后遗

症、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流脑的病原学、流行

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实验室检查及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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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

3.运用：能够运用流脑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选择治疗

方案。

18 第六章第一

节钩端螺旋

体病

教学内容：

钩端螺旋体病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预后、

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钩端螺旋体病的实验

室检查、鉴别诊断和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钩端螺旋体病的病原

学特点、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及

预防。

3.运用：根据运用钩端螺旋体病的临床

表现和诊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

疗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19 第七章第二

节

疟疾

教学内容：

疟疾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与病理解剖、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预后、治疗

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疟疾的鉴别诊断和预

后。

2.理解：能够说明疟疾的病原学特点、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实验室检

查方法及预防措施。

3.运用：根据运用疟疾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20 第八章第一

节日本血吸

虫病

教学内容：

日本血吸虫病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

预后、治疗和预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日本血吸虫病的并发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理论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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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鉴别诊断、实验室检查和预后。

2.理解：能够说明日本血吸虫病的病原

学特点、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

及预防措施。

3.运用：根据运用日本血吸虫病的临床

表现、诊断依据进行诊断，选择治疗方

案。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21 第八章第五

节囊尾蚴病

教学内容：

囊尾蚴病的概述及定义、病原学、流行

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预

防。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囊尾蚴病的鉴别诊

断、实验室检查。

2.理解：能够说明囊尾蚴病的病原学特

点、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及预防

措施。

3.运用：根据运用囊尾蚴病的临床表

现、诊断依据进行诊断，以及选择治疗

方案。

应用多媒体讲授、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课堂

讨论、模拟实践等多种

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多媒

体及形体语言等教学

手段，结合临床典型病

案分析，加深学生对疾

病临床问题的理解。

理论

1 学时

22 见习消毒、隔

离、疫情报

告、病毒性肝

炎

识记：常见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及疫情

报告、传染病法律、法规要求。应用：

消毒、隔离技术基本知识、传染性疾病

预防措施。

通过观看录像、参观病

房、门诊；练习穿脱隔

离衣、防护服，填写疫

情卡、病房示教等方式

实践

8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传染病学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课间见习、考试等。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多媒体、

幻灯、录像和网络等现代化的工具进行全方位教学，图文并茂，配合教师讲解，使同学们既

有感性知识，又从理论知识方面得到提高，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采用

启发式、互动式、病例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临床见习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完整结合。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不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传染病学的理论知识。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50%，期末考试占 50%。平时考试包括

理论和实践考核，主要依托智慧教学平台记录学生学习表现（包括互动、答题等），同时注

重无标准答案的作业考核，采用百分制计分。期末考试主要包括理论考试，采用百分制计分。

理论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90 分钟，考试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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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问答题和案例分析题，其中能力测试题不少于 60%。

4.3 教材选编

 李兰娟，任红主编，《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 版。

 王宇明，李梦东主编，《实用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4版。

 王吉耀，葛均波，邹和建主编，《实用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22 年，第

16 版。

 李兰娟，王宇明主编，《感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第 3版。

 杨东亮，唐红主编，《感染性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年，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加强青年教师培养，教研室实行资深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在教案和讲稿的组

织及书写、备课方法、教学方法及内容、授课方法和技巧等方面给予全面指导，鼓励创新

教学，加强课程思政教学。坚持集体备课制度、听课制度。我院的教学设备先进，教室全

部具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包括各种音像及计算机投影、幻灯等。

执笔：苏艳

审核：戚丽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08月 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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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标准

学时：96

学分：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

生能适应中医学的工作要求，它要以有机化学、细胞生物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

学习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实验诊断学、内科学、外

科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掌握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掌握糖、脂质、蛋白质以及一些非营养物质在体内的代

谢变化、相互联系、调控机制及生理意义，掌握基因传递的基本方式和机制等生命科学内容；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

责任感以及其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慎独修养，初步形成评判反思精神，提升学生的职业胜

任力和职业素养。

2.1 知识目标：

 知道：人体的物质组成，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正常的物质代谢和基因信息传递的过

程。

 领会：生物大分子的功能，物质代谢和基因信息传递的意义，基因表达调控的方式。

 分析：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主要物质代谢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

响，基因信息传递与表达调控之间的关系。

 应用：所学知识从分子水平深入理解生物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基因信息传递

和遗传、变异、生长、分化等诸多生命过程之间的关系。

 综合：所学知识解释物质代谢紊乱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基因信息传递与遗传病、恶

性肿瘤、心血管病等多种疾病发病机制之间的联系。

 评价：利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知识解释相关临床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

原则。

2.2 技能目标：

 掌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促进基础与临床的相互融合。

 能够掌握基本的生物化学实验技术操作，为后期专业课的学习及相关分析检测技术

的操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2.3 素质目标：

 注重学生职业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树立主动学习、终身学

习的良好习惯。

 关爱每个学生，培养学生与人沟通、团结协作的整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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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学生心灵，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教学内容:

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概念

2.生物化学发展简史

3.生物化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4.生物化学与医学关系

教学要求:

1.知道：生物化学的发展简史。

2.领会：生物化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3.应用：利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

常用的技术进行科学研究。

4.分析：我国科学家在生物化学学科发

展中作出的贡献。

5.综合：利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知

识判断、分析、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

的状态。

6.评价：生物化学的发展对整个生命科

学发展的重要性。

1.通过生物化

学发展简史导

入新课，使学生

了解生物化学

在生命科学各

学科中的地位，

激发学生对本

课程学习的热

情。

2.思政教学：通

过介绍我国生

物化学科学家

的贡献，培养学

生的爱国之情，

树立以科学的

力量去拯救人

类的远大目标。

理论 0.5

学时

2 蛋白质的

结构与功

能

实验一、

蛋白质含

量测定；

尿酸含量

测定

实验二、

血清γ-

球蛋白的

分离、纯

化

教学内容:

1.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2.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3.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教学要求:

1.知道：组成人体蛋白质的 20 种氨基

酸名称及缩写；蛋白质一、二、三、四

级结构的概念；氨基酸及蛋白质的理化

性质。

2.领会：根据侧链性质和结构特点将氨

基酸分类；蛋白质一、二、三、四级结

构的主要化学键；模体和结构域的含

义。

3.应用：能够根据蛋白质的理化性质实

施相关研究与实践，如：能进行蛋白质

pI 的计算，蛋白质定量测定，蛋白质水

解程度的检测等；能够运用蛋白质结构

与功能的关系，解释蛋白质结构异常导

1.通过病例导

入新课，利用多

媒体、结合实际

病历以及具体

的实验应用在

课堂讲授，理化

性质及分离纯

化部分知识都

在实验课中实

践。

2.思政教学：通

过生物化学家

王应睐及其科

研团队测定牛

胰岛素结构科

研故事引入蛋

白质一级结构

内容学习，培养

理论 3.5

学时，实

践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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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疾病发生的机制。

4.分析：能够运用氨基酸的理化性质进

行氨基酸的定量定性分析。能辨别蛋白

质和氨基酸理化性质的异同，能分析出

条件变化后蛋白质性质的改变情况。

5.综合：能根据蛋白质特点，在科研实

验中应用所学知识设计出某种蛋白质

分离纯化的方案。

6.评价：以蛋白质结构的知识判断、分

析、评价蛋白质结构异常与疾病的关

系。

学生们的爱国

主义情怀，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心。

通过莱纳斯.

鲍林科研故事

阐述蛋白质的

二级结构α-螺

旋特点，培养学

生勤奋好学、砥

砺奋进、治学严

谨的品质。

3 核酸的结

构与功能

教学内容:

1.核酸的化学组成以及一级结构

2.DNA 的空间结构与功能

3.RNA 的空间结构与功能

4.核酸的理化性质

教学要求:

1.知道：核苷酸的结构、组成及化学键；

主要三种 RNA 的结构特点与功能，其他

非编码 RNA 的分类与功能。

2.领会：DNA 和 RNA 中各部分连接的化

学键。Chargaff 规则及 DNA 二级结构特

点及核小体的基本结构特点；核酸的理

化性质。

3.应用：利用核酸理化性质判断核酸样

品的纯度、变性情况等；在分子生物学

实验中，运用核酸分子杂交技术的原理

进行实验操作。

4.分析：通过临床案例让学生了解核酸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5.综合：细胞分裂、衰老及肿瘤发生等

都与染色体密切相关；会运用核酸理化

性质，设计分离纯化核酸的方案，检测

DNA 变性情况等。

6.评价：以核酸相关理论知识，判断、

分析、评价核酸结构异常与疾病的关

系。

1.以核酸营养

品、痛风病导入

新课，利用多媒

体、结合实际病

例课堂讲授。

2.思政教学：通

过学习 DNA 双

螺旋结构提出

的曲折过程。培

养学生的不迷

信权威；质疑和

实事求是的精

神。

通过介绍 DNA

和 RNA 检测的

应用，介绍目前

新型冠状病毒

的检测方法，培

养学生关注社

会热点，培养学

生社会责任感，

提升学生专业

自豪感。

理论 2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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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酶

实验三、

碱性磷酸

酶 Km 值

测定

教学内容:

1.酶的分子结构与功能

2.酶的工作原理

3.酶促反应动力学

4.酶的调节

5.酶在医学上的应用

教学要求：

1.知道：单纯酶、结合酶、全酶、酶的

活性中心及同工酶的概念；酶促反应动

力学的含义；酶的活性调节和含量调

节；别构调节、化学修饰调节的含义，

酶原激活及其生理意义，核酶的概念。

2.领会：辅助因子的分类、组成及作用，

活性中心内外的必需基团及其功能；酶

促反应不同于一般催化剂催化反应的

特点及原因；酶促反应动力学的各种影

响因素。

3.分析：临床上检测血清中同工酶活性

的意义；辨别不可逆性抑制与可逆性抑

制作用，比较 3种典型可逆性抑制作用，

举例说明各种抑制作用的影响。

4.应用：会运用林贝氏法作图求出某一

个酶的 Km。

5.综合：以胰蛋白酶原激活为例，理解

体内酶原激活的原理及意义。

6.评价：以酶动力学的知识判断、分析、

评价酶动力学异常与疾病的关系。

1.通过有机磷

农药中毒导入

新课，阐述酶的

概况。提醒学生

安全重于一切。

形成正确的生

命价值观。

2.思政教学：通

过观看视频《急

性胰腺炎》，形

象介绍胰蛋白

酶原激活的原

理，以及异常激

活的危害，促进

同学们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

并培养了学生

临床思维能力。

3.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病例

课堂讲授，酶促

反应动力学部

分知识在实验

课中验证实践。

理论 4学

时，实践

4学时

5 糖代谢

实验四、

胰岛素、

肾上腺素

对血糖含

量的影响

教学内容:

1.糖的消化吸收与转运

2.糖的无氧氧化、有氧氧化

3.磷酸戊糖途径

4.糖原的合成与分解

5.糖异生

6.血糖及其调节

教学要求：

1.知道：糖无氧氧化和有氧氧化的定

义、细胞定位、限速步骤、限速酶；磷

酸戊糖途径细胞定位和重要产物和生

1.以剧烈运动

肌肉酸痛和乳

酸酸中毒引入

糖酵解的过程、

特点及意义。

2.以蚕豆病引

出磷酸戊糖途

径，并介绍蚕豆

病的症状，和学

生一起分析得

出预防措施。

理论 6学

时，实践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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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义；糖原合成与分解的定义、组织

和细胞定位、关键酶；糖异生的概念、

原料、关键酶。

2.领会：糖酵解、糖有氧氧化的生理意

义；糖异生的特点及生理意义；糖原合

成与分解的过程和生理意义、血糖的来

源与去路。

3.应用：利用糖代谢知识解释胰岛素调

节血糖机制；以肾上腺素为例说明糖原

合成与分解的化学修饰调节；以胰岛

素、胰高血糖素、糖皮质激素、肾上腺

素为例，说明激素调节血糖的机制。

4.分析：利用血糖的来源与去路等糖代

谢的知识，分析临床的糖代谢的异常疾

病。

5.综合：通过临床案例分组讨论的方式

加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6.评价：以糖代谢的过程判断、分析、

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3.先出示糖原

累积病的病人

图片，激发学生

好奇心，再讲授

糖原合成与分

解的过程，解释

糖原累积病的

机理和分型，最

后总结糖原代

谢的掌握要点。

4.以糖尿病导

入血糖这部分

内容，在阐明胰

岛素降血糖的

机理的同时，复

习糖代谢的所

有内容。

5.思政教学：通

过诺贝尔奖获

得者的科研经

历、青年科学家

颜宁等榜样的

叙事医学故事，

培养学生的奉

献精神和科学

创新精神；引导

学生形成“努力

付出以赢取甘

甜”的价值观、

家国情怀和大

局观，节约资源

的意识。

6 生物氧化 教学内容:

1.线粒体氧化体系与呼吸链

2.氧化磷酸化与 ATP 的生成

3.氧化磷酸化的影响因素

4.其他氧化与抗氧化体系

教学要求：

1.通过图片直

观印象讲授各

复合体的部位，

可以让学生动

手画示意图加

深理解；归纳总

理论 4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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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ATP 循环与高能磷酸键；ATP

合酶的结构和功能；过氧化物酶体和微

粒体中的酶类。

2.领会：生物氧化的概念及呼吸链的概

念、组成及特点；氧化磷酸化的概念及

偶联部位。分析 P/O 比值的定义及意义；

ATP 的的生成和利用及其他高能磷酸化

合物。

3.应用：胞液中 NADH 转运进入线粒体

氧化的机制解释糖代谢的能量生成数

量；氧化磷酸化的偶联部位分析 ATP 的

生成；

4.综合：把氧化磷酸与三大物质代谢进

有机结合。

5.分析：氧化磷酸化的调节及影响因

素；新生儿硬肿症的发生机制；

6.评价：以能量代谢的过程判断、分析、

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结每个复合体

的掌握内容。

2.比较教学法：

讲授两个呼吸

链的特点。

3.思政教学：煤

气中毒（CO）中

毒案例，深入理

解呼吸链抑制

剂致死机理。引

导学生珍爱生

命，与同学们一

起讨论遇到困

难应如何采取

乐观的态度对

待。

通过引入新

生儿硬肿症的

临床案例，培养

学生临床思维，

培养学生良好

的医德医风。

7 脂类代谢

实验五、

γ-球蛋

白的鉴

定；谷丙

转氨酶含

量测定；

胆固醇含

量测定

教学内容:

1.脂质的构成、功能及分析

2.脂质的消化与吸收

3.甘油三酯代谢

4.磷脂代谢

5.胆固醇代谢

6.血浆脂蛋白及其代谢。

教学要求：

1.知道：脂类储能和供能、生物膜的组

成成分、脂类衍生物的调节作用及营养

必需脂酸的概念；甘油磷脂的基本结构

与分类、合成部位和合成原料及分解。

2.领会：脂肪乳化及消化所需酶、甘油

一脂合成途径及乳糜微粒的形成；甘油

三酯合成的部位、原料和途径。脂酸合

成的部位、原料；脂肪动员的概念、限

1.以歌曲《燃烧

我的卡路里》引

入减肥的话题，

通过图片和流

程图详细讲解

脂肪动员的概

念、关键酶、过

程以及在能量

生成中的作用；

2.以一则女大

学生因减肥晕

倒入院的视频

新闻为例进行

课堂导入，提出

为什么减肥会

导致酮症酸中

理论 4学

时，实践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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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酶及其调节；脂肪酸β-氧化过程；

酮体的概念、合成及利用的部位、过程

和生理意义；胆固醇合成的细胞定位、

原料、关键酶及调节。胆固醇的转化、

去路，及胆固醇酯的生成；血脂的概念

及组成；血浆脂蛋白分类、组成、结构

特点及生理功能。

3.应用：脂质代谢相关内容理解临床相

关疾病的治疗方案。

4.分析：肝脏功能在脂质消化吸收中的

重要作用；高脂蛋白血症的类型和特

点。

5.综合：把脂质代谢相关内容与糖代谢

进行有机的融合；通过临床案例分组讨

论的方式加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6.评价：脂代谢与临床疾病的关系，指

导饮食与锻炼。

毒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望。

3.通过图片和

流程图讲解胆

固醇的分布、生

理功能及胆固

醇的转化。

4.以高脂血症

引入血浆脂蛋

白的代谢过程，

各种脂类的代

谢就此展开，最

后在和学生一

起分析高脂血

症产生原因及

防治措施。

8 氨基酸代

谢

教学内容:

1.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与消化、吸收

2.氨基酸的一般代谢

3.氨的代谢

4.个别氨基酸的代谢

教学要求：

1.知道：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及腐败作

用；体内蛋白质的分解方式；氨基酸的

脱羧基作用。

2.领会：氮平衡的概念，营养必需氨基

酸的概念及种类；氨基酸转氨基、脱氨

基作用及α-酮酸的代谢；体内氨的来

源、转运及去路，特别是尿素生成的器

官、细胞定位及反应过程；一碳单位的

概念、来源、载体及生理功能；甲硫氨

酸循环。

3.应用：能够运用氮平衡和必需氨基酸

理论解释临床问题。

4.分析：能够利用氨的代谢理论解释临

床高血氨和氨中毒的病因及治疗原则。

5.综合：通过临床案例分组讨论的方式

1.以肝性脑病

导入新课，以氨

基酸的一般代

谢为授课重点，

最后再总结三

大物质代谢之

间的联系。

2.思政式教学：

通过氮平衡引

入负氮平衡的

常见人群，对比

国内和国外贫

困地区的人民

营养状况，从而

引申出国内外

政治、经济环境

差距，国内外人

民生活水平的

差距。我们现在

的美好生活得

益于祖国的经

理论 6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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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6.评价：通过学生对临床案例的陈述，

进一步理解临床高血氨发病机制及治

疗方案是否合理。

济发展和强大，

让学生从当今

生活的幸福中

增强对祖国的

自豪感。

9 核苷酸代

谢

教学内容:

1.核苷酸代谢概述

2.嘌呤核苷酸的合成与分解代谢

3.嘧啶核苷酸的合成与分解代谢

教学要求：

1.知道：核苷酸的生理功能及核酸的降

解；嘌呤和嘧啶核苷酸的合成的调节。

2.领会：嘌呤和嘧啶核苷酸两条合成途

径的原料及过程；脱氧核苷酸的生成；

嘌呤核苷酸分解代谢终产物。

3.应用：抗嘌呤和嘧啶核苷酸代谢相关

药物治疗肿瘤。

4.综合：通过临床案例分组讨论的方式

加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5.分析：嘧啶核苷酸分解代谢终产物及

抗痛风治疗原理。

6.评价；抗核苷酸代谢相关药物治疗肿

瘤的作用效果及副作用。

1.通过引入喝

啤酒吃海鲜得

痛风的案例，引

导学生建立健

康的饮食习惯。

2.为何啤酒海

鲜容易引起尿

酸含量增高？

开始介绍尿酸

生成的原料是

嘌呤，核酸的组

成成分之一。然

后介绍嘌呤的

合成和分解代

谢。

3.在类比的基

础上，介绍嘧啶

的相关代谢。

理论 2学

时

10 真核基因

与基因组

教学内容：

1.真核基因的结构和功能

2.真核基因组的结构与功能

教学要求：

1.知道：真核基因的基本结构；真核基

因组中存在大量重复序列；真核基因组

中存在大量的多基因家族与假基因。

2.领会：线粒体 DNA 结构有别于染色体

DNA。

3.应用：基因编码区编码多肽链和特定

的 RNA 分子；调控序列参与真核基因表

达调控；真核基因组具有独特的结构。

4.分析：人基因组中有两万多个基因及

人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分布特征，去分

析相关基因的定位及结构。

1.通过生物学

中心法则，引入

基因与基因组；

讲述真核基因

的基本结构，特

点及相应功能，

注意与原核的

区别。

2.思政式教学：

通过人类基因

组计划让学生

探讨未来科学

研究的方向，培

养学生的科研

思维。

理论 1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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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调控序列如何对真核基因组进

行基因表达调控的。

6.评价：研究物种基因和基因组对人类

文明的意义。

11 DNA 的生

物合成

实验六、

RNA 提取

及鉴定

教学内容：

1.DNA 的复制基本规律

2.DNA 的复制的酶学和拓扑学

3.原核生物 DNA 复制过程

4.真核生物 DNA 复制过程

5.逆转录

教学要求：

1.知道：半保留复制、双向复制、半不

连续性、逆转录酶的概念；能够陈述 DNA

聚合酶、拓扑异构酶、引物酶、DNA 连

接酶、解旋酶、单链结合蛋白的作用；

原核生物 DNA 复制主要过程。

2.领会：能够理解冈崎片段、领头链、

随从链的含义；能够解释真核生物染色

体末端复制机制。

3.应用：能够应用 DNA 复制的酶学特点

解释 DNA 复制的高保真性机制；能够运

用逆转录理论解释逆转录病毒发病机

制。

4.分析：结合具体的逆转录过程，对比

试管内逆转录和细胞内逆转录的异同

点。

5.综合：参与 DNA 复制的酶及蛋白因子

的作用；DNA 聚合酶的核酸外切酶活性

和校读的关系；DNA 复制的保真性依赖

三种机制；领头链和后随链合成过程的

异同。

6.评价：以 DNA 合成的过程判断、分析、

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1.以遗传的保

守性引入新课，

在复制的过程

中讲解各种酶

及蛋白因子的

作用。结合教学

内容，视频展示

DNA复制过程中

各种酶和蛋白

质的作用分工，

引导学生树立

集体意识和团

队协作精神。

2.思政式教学：

结合临床新兴

的疾病治疗方

式 --- 基 因 治

疗，拓展学生思

维，及时将理论

知识与临床相

结合。

理论 4学

时，实践

4学时

12 DNA 损伤

和损伤修

复

教学内容：

1.DNA 损伤

2.DNA 损伤的修复

3.DNA 损伤和修复的意义

教学要求：

1.以临床抗肿

瘤药物导入新

课，介绍引起

DNA损伤的各种

因素及修复的

理论 1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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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导致 DNA 损伤的因素。、；直

接修复、切除修复、重组修复的概念。

2.领会：DNA 损伤的类型。

3.分析：各 DNA 损伤修复的类型及其特

点和区别。

4.应用：DNA 突变、修复与遗传变异及

肿瘤发生的关系。

5.综合：DNA 损伤原理解释顺铂等癌症

化疗药物机理。

6.评价：研究人类损伤修复能力的意

义。

方式。

2.思政式教学：

通过生活当中

可能遇到的造

成 DNA 损伤的

因素，引导学生

关注医学科研

前沿，启发学生

科研思维。

13 RNA 的生

物合成

实验七、

RT-PCR

检测原癌

基因表达

教学内容：

1.原核生物转录的模板和酶

2.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

3.真核生物 RNA 的合成

4.真核生物前体 RNA 的加工和降解

教学要求：

1.知道：不对称转录、模板链，编码链

的概念，能够陈述转录的模板和酶的基

本特点；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转录的

起始；转录的延长；转录终止过程；真

核生物的 RNA 聚合酶的分类；断裂基因、

外显子、内含子的概念。

2.领会：能够简单描述原核生物与真核

生物转录过程区别；tRNA 和 rRNA 的转

录后加工过程；信使 RNA 首、尾的修饰，

mRNA 的剪接，剪接体，mRNA 编辑。

3.应用：运用 RNA 转录原理解释抗生素

利福霉素、利福平的抗菌机制。

4.分析：模板与酶的辨认结合，转录起

始时 RNA 聚合酶结合模板 DNA 的部位。

通过对比复制和转录的异同点，让学生

了解复制和转录的意义。

5.综合：具备运用所学知识掌握 RNA 的

种类及关注 RNA 组学研究最新的进展。

6.评价：以 RNA 合成的过程判断、分析、

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1.课前预习，引

入“RNA聚合酶”

发现者RobertG

于 2006 年获诺

贝尔生理学奖

或医学奖以的

故事导入新课，

利用多媒体、重

点讲授原核生

物的转录过程。

2.思政式教学：

介绍 RNA 的转

录过程需要模

板、酶及启动子

等，引导学生基

础知识的重要

性，以及作为新

时代的医学生

终身学习能力

是必不可少的。

结合 RNA 发展，

融入学科领域

科学家的故事。

理论 4学

时，实践

4学时

14 蛋白质的 教学内容： 1.以动画的形 理论 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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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 1.蛋白质合成体系

2.氨基酸与 tRNA 的链接

3.肽链的合成过程

4.蛋白质合成后的加工和靶向输送

5.蛋白质合成的干扰和抑制

教学要求：

1.知道：各种 RNA 在蛋白质生物合成中

的作用；核蛋白体循环的概念；能够陈

述核蛋白体三步循环反应（进位、成肽

和转位）及释放因子的作用。

2.领会：能够描述氨基酰-tRNA 合成酶

的特异性及其催化的反应；多肽链折叠

为天然功能构象的蛋白质，一级结构的

修饰，空间结构修饰，辅基连接及亚基

的聚合、疏水脂链的共价连接。

3.应用：能运用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干扰

和抑制理论解释临床常用药物的作用

机制。

4.分析：根据蛋白质合成过程分析氨基

酰-tRNA 合成酶的特异性及其催化的反

应特点；分泌蛋白的靶向输送，线粒体

蛋白的靶向输送，细胞核蛋白的靶向输

送。

5.综合：通过临床案例分组讨论的方式

加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6.评价：以蛋白合成的过程判断、分析、

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式演示蛋白质

合成的过程，总

结比较原核生

物和真核生物

蛋白质合成的

不同。

2.思政式教学：

介绍中国科学

家在分子伴侣

的研究贡献，使

学生感受科学

家强烈的民族

责任心、高度的

国家使命感和

锐意创新的科

学精神。

时

15 基因表达

调控

教学内容：

1.基因表达调控基本概念与特点

2.原核基因表达调节

3.真核基因表达调控

教学要求：

1.知道：基因表达、管家基因、反式作

用因子与顺式作用元件。

2.领会：基因表达的特异性，基因表达

的方式，原核转录调节特点，真核基因

组结构特点。

3.分析：基因表达调控的生物学意义。

1.通过观看视

频《人胚胎发育

的全过程》引入

本次课程，通过

学习基因表达

的时空特异，引

用古诗词“劝君

莫惜金缕衣，劝

君惜取少年时”

提醒同学们应

该珍惜时间，不

理论 4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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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原核生物转录起始调节，原核

生物转录终止调节，翻译水平调节。

5.综合：乳糖操纵子表达调控机制。

6.评价：6.评价：以基因调控的过程判

断、分析、评价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负韶华。

2.思政式教学：

通过乳糖操作

子及色氨酸操

作子的学习，培

养学生充分理

解适者生存的

理论，养成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

统。

16 细胞信号

转导的分

子机制

教学内容：

1.细胞信号转导概述

2.细胞内信号转导分子

3.细胞受体介导的细胞内信号转导

4.信号转导的基本规律

5.细胞信号转导异常与疾病

教学要求：

1.知道：细胞内信息物质的概念及种

类；受体的概念、分类，G 蛋白，受体

作用的特点，信号蛋白分子，第二信使；

2.领会：cAMP-蛋白激酶途径：cAMP 的

合成与分解；cAMP 的作用机制；PKA 的

作用； G蛋白的种类；

3.应用：阐述肾上腺升高血糖的信号通

路。

4.分析：Ca2＋-磷脂依赖性蛋白激酶途

径：IP3和 DAG 的生物合成与功能；Ca2

＋-CaM 激酶途径；酪氨酸蛋白激酶途径；

受体 TPK-Ras-MAPK 途径；JAKs-STAT 途

径；胞内受体介导的信息传递。

5.综合：细胞间细胞信息物质的种类；

受体的结构及功能，受体活性调节的方

法。

6.评价：以信号转导异常判断、分析、

评价疾病发生的机制。

以 SARS-CoV-2

进入细胞的方

式，提出受体和

配体的概念，进

而引出信号转

导、受体、配体

等的定义。通过

对新型冠状病

毒致病机制的

了解加深对细

胞信号转导重

视。

理论 4学

时

17 血液的生

物化学

教学内容：

1.血液概述

2.血浆蛋白质

通过视频让学

生了解各种血

制品对人体的

理论 1学

时



424

3.血红素的合成

4.红细胞代谢特点

教学要求：

1.知道：血液概述、血液的成分，非蛋

白质含氮物质，血红素生物合成的组织

和亚细胞定位、合成原料。

2.领会：非蛋白质含氮物质的种类及临

床意义。血浆蛋白质的功能和性质以及

分类方法和种类，血红素合成的过程、

限速反应、关键酶。

3.应用：如何促进血红素的合成。

4.分析：血红素合成不足的危害。

5.综合：血红素合成的意义。

6.评价：成熟红细胞代谢特点。

重要性，急性失

血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并引导

学生积极献血。

另外需提醒学

生血液也是疾

病传播的介质，

一定要减少医

源性感染。

18 肝的生物

化学

教学内容：

1.肝的生物转化作用

2.胆汁与胆汁酸的代谢

3.胆色素的代谢与黄疸

教学要求：

1.知道：生物转化的概念及意义；胆汁

酸的分类、胆汁酸的合成原料、关键酶，

代谢产物及分类。

2.领会：生物转化反应的主要类型及酶

系；胆汁酸的生理功能；胆色素的代谢、

运输、肝内转变及分泌。

3.分析：生物转化的影响因素。

4.应用：胆汁酸肝肠循环含义及其意

义。

5.综合：游离型胆红素与结合型胆红素

的区别。

6.评价：黄疸产生的生化基础及临床意

义。

思政式教学：通

过视频介绍肝

脏的功能，知道

酒精性肝硬化

与乙肝性肝硬

化的区别。提醒

学生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关

注健康。

理论 1学

时

19 维生素 教学内容：

1.脂溶性维生素

2.水溶性维生素

教学要求：

1.知道：维生素的定义；

2.领会：各种维生素的生理功能和缺乏

1.通过引入维

生素 C 治疗航

海时代“海上凶

神”--坏血病的

研究史导入内

容。

理论 2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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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3.分析：维生素缺乏症与中毒症状。

4.应用：哪些因素可能会引起维生素的

缺乏。

5.综合：维生素的摄取来源

6.评价：对比生理功能和缺乏症，根据

症状能辨别出缺乏哪种维生素。

2.思政式教学：

结合病例图片，

通过临床上维

生素缺乏引起

的疾病，培养学

生的诊断、综合

分析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

20 癌基因和

抑癌基因

教学内容：

1.癌基因

2.抑癌基因

教学要求：

1.知道：癌基因、原癌基因的概念以及

抑癌基因的概念。

2.领会：抑癌基因的分类。

3.分析：原癌基因被激活的方式。

4.应用：原癌基因的产物与功能。抑癌

基因失活的机制。

5.综合：癌症发生的机制。

6.评价：利用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相关

知识，对人体肿瘤的发病机制有综合的

分析。

以临床病例导

入新课，利用多

媒体、结合实际

病历课堂讲授。

理论 2学

时

21 DNA 重组

与 重 组

DNA 技术

实验八、

基因工程

长效胰岛

素实验设

计

教学内容：

1.自然界的 DNA 重组和基因转移

2.重组 DNA 技术

教学要求：

1.知道：重组 DNA 技术的相关概念：目

的基因的概念及种类。

2.领会：DNA 重组的类型：同源重组、

特异位点重组和转座重组等；细菌的基

因转移的方式；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概

念、特点；基因载体的种类及特点。

3.应用：目的基因的获取途径；外源基

因与载体的连接方式；重组 DNA 导入受

体菌的方式；重组体的筛选方法。

4.分析：同源重组的机制；λ噬菌体 DNA

的整合、细菌的特异位点重组和免疫球

蛋白基因的重排的过程及机理。

通过当前研究

热点导入新课，

利用多媒体、结

合实际应用课

堂讲授。

理论 4学

时，实践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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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重组 DNA 技术的基本原理和过

程。

6.评价：重组 DNA 技术对人类发展的影

响。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实验课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将生物化学基本理论与临

床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案例式、启发式和循序渐

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同时把课程思政

的内容有机融入到授课过程当中，在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

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4.2 评价方法：

学生成绩考核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30%，以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实

验操作能力；单元测试占 20%，以考核学生平时的理论学习情况；期末考试占 50%，以反映

学生整体知识目标掌握程度。

4.3 教材选编：

 周春燕，药立波主编,《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

版。

 梁淑娟，付玉荣主编，《分子医学课程群实验》，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版。

4.4 参考教材：

 朱圣庚，徐长法主编，《生物化学》，高教出版社，2017 年，第四版。

 朱玉贤，李毅，郑晓峰，郭红卫著,《现代分子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5 版。

4.5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扩充性教学信息资源，如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智慧树教学平台、

齐全的试题集、有互动平台的生化网站等，以满足教与学不同层面的需求。

执笔：李宏

审核：董俊红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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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细胞生物学》课程标准

学时：33
学分：2.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中医学（公费医学生）、医学影像学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真核细胞的结构与功能,认识细胞生命活动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培养学生应

用细胞生物学原理和技能解决医学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要

求，它要以高中生物学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组织学与胚胎学、医学免疫学、医

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全面系统地学习细胞结构、功能和生命活动规律，认知和理解细胞重大生命活动现象及

本质，并具备解读学科前沿进展的能力。掌握细胞生物学技术方法，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弘扬科学家精神、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细胞生物学理论和

技能的学习，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知识与技能、能力与

思维、创新与探究共提升”的三维目标，能够运用细胞生物学原理和技能解决医学问题，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1知识目标：

 知道细胞生物学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应用。

 领会细胞的超微结构和各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

 能够应用细胞生物学知识解释生命现象。

 能够应用细胞生物学实验技能观察细胞的生命现象。

 能够分析细胞分裂、细胞分化、细胞衰老和死亡等生命现象的本质。

 能够综合归纳细胞作为构成有机体结构和功能基本单位的本质和原因。

 能够运用细胞生物学原理和技能评价医学问题。

2.2技能目标：

 具有扎实的细胞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又具有自己获取知识、能够深入思考

提出问题并善于利用各种学习渠道解决问题。

 能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方法举一反三，设计相关实验的可行性方案，并在

老师的协助下付诸实施。

 搜集有关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和应用方面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交流，撰写专

题综述报告。

2.3素质目标：

 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并以教学主体的姿态寻找自己未知的和感兴趣的知识点进行学

习，并学会恰当表达观点来分享交流，逐步掌握更有效的学习途径和方法，具有培

养终身学习能力。

 在学习细胞生物学相关知识的同时逐步建立课程的知识体系，以联系的、动态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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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观点逐步形成生命体本质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养成勤于思考、勇于质疑、善

于实践、乐于学习的良好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

心理素质。

 通过学习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实验技术，培养科研创新能力，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细胞生物

学基础知

识及技术

方法

教学内容：

1.细胞及细胞生物学的概念与研究内

容。

2.细胞生物学发展简史。

3.细胞生物学研究手段和方法。

教学要求：

1.知道细胞生物学发展简史和研究内

容。

2.领会细胞生物学与生命科学和医学

的关系。

3.能够运用细胞生物学基本技术方法

解决医学问题。

1.引导思考，激发兴

趣，营建探索与讨论

的课堂气氛。

2.以发展的眼光学习

发展史和研究热点，

培养科研创新能力，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

科学家精神。

3.学习利用网络和参

考书查阅资料，锻炼

自主学习的能力。

理论 3 学

时

2 细胞膜与

物质的穿

膜运输

教学内容：

1.细胞膜的化学组成与生物学特性。

2.小分子和大分子物质的穿膜运输。

教学要求：

1.知道细胞膜的组成和结构特点以及

生物膜的特性。

2.领会小分子和大分子物质穿膜运输

的类型、过程和特点。

3.能够运用细胞膜与物质穿膜运输知

识分析细胞膜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

1.结合有机化学的知

识理解记忆细胞膜的

分子结构。学习过程

注意立体想象。

2.结合细胞膜相关研

究进展，培养创新能

力，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和科学家精神。

3.注意结合生命现象

理解细胞膜的特性和

跨膜物质运输。

理论 6 学

时

3 细胞器结

构及功能

教学内容：

1.细胞的内膜系统与囊泡转运。

2.线粒体。

3.细胞骨架。

4.细胞核。

教学要求：

1.知道各细胞器的基本组成和结构。

2.领会内质网、高尔基复合体、溶酶

1.将对比、联系和整

体的观点贯穿于学习

中，注意与启发的交

互，强化内容的衔接

与联系，培养集体主

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2.通过预习提前明确

知识点理解的障碍

理论 15学

时



429

体、过氧化物酶体之间的联系。

3.领会线粒体基因组的基本特征和核

编码蛋白质的线粒体运输特点。

4.领会微管、微丝和中间纤维的形态

结构特点和功能。

5.领会染色质包装的四级结构模型和

核仁的超微结构与功能。

6.运用细胞器结构及功能的知识综合

分析各细胞器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

点，在课堂上加深对

新名称和蛋白及分子

机制的理解。

3.学习从分子水平认

识细胞内生命活动的

物质基础，结合研究

进展，培养科研创新

能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4 细胞的生

命活动

教学内容：

1.细胞分裂与细胞周期。

2.细胞分化。

3.细胞衰老与细胞死亡。

教学要求：

1.领会细胞分裂、细胞分化、细胞衰

老和死亡的等生命现象的特征和机

制。

2.应用细胞生物学知识分析细胞分

裂、细胞分化、细胞衰老和死亡等生

命现象的本质。

3.综合归纳细胞作为构成有机体结构

和功能基本单位的本质和原因。

4.运用细胞生物学原理评价医学问

题。

1.将细胞作为一个整

体，理解生命现象并

结合疾病综合分析细

胞的生命活动。

2.对于复杂的细胞生

物学机制，应敢于质

疑和探索，鼓励自主

阅读和讨论，以充实

课堂内容并加深理

解，结合基础理论和

研究进展，培养科研

创新能力和科学家精

神以及集体主义和团

队合作精神。

理论 9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和雨课堂为主要手段，探索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新

型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将培养目标的实现寓于具体的教

学活动中。即确定一个中心问题作为教学主线，沿着教学主线将每一堂课的内容以问题方式

提出，通过学生自学-集体讨论-老师辅导总结等环节达到对教学内容的消化理解。将点、面

式教学训练模式应用于课堂教学中。通过强调细胞整体结构、功能和细胞内各细胞器结构、

功能间内在联系，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握细胞生物学的基本理论，锻炼学生整体思维与分

解思维相结合的能力。

4.2评价方法：

学生成绩考核由平时成绩、理论考试成绩和实验成绩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 30%，

由线上课学习、章节测试和期末测试构成，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占 50%，实验成绩占 20%，

由实验考勤、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构成。

4.3教材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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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誉华、陈志南主编,《医学细胞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第 6版。

 高志芹、于文静主编,《细胞生物学实验》，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 2版。

4.4资源开发与利用：

利用开发的细胞生物学在线课程，部分知识点进行线上学习。教学中应注意结合自主开发多

媒体教学课件，充分利用网上资源，赋予课堂教学以生动、丰富、形象、动态的良好氛围。

执笔：刘晓影

审核：王国辉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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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学统计学》课程标准

学时:28 学时（包括实验教学 8学时）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通过合理科学的方法对医药卫生领域研究相关

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呈现的理论和技能类课程。它要以《高等数学》、《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等课程的为基础，综合讲述了基本概念、统计描述、统计推断、相关回归、多元

统计等基本原理和知识，并结合中医学相关实例，采用 SPSS 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和结果呈

现。

2.课程目标

根据培养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对医药卫生领

域研究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呈现的基本方法，并对本学科在国内外的新成就和

发展趋势有所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尊重数据、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借助统计软件

SPSS 对医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将结果正确表达和解释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医学实践中

开展医学科研设计以及分析、推广研究结果等工作的要求，也是进一步学习循证医学以及进

行医学研究设计、专业实习、撰写毕业论文的基础。

2.1 知识目标：

 知道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主要任务、工作基步骤和主要研究方法。

 领会计量（定量）资料和计数（定性）资料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的方法。

 应用可信区间进行参数估计。

 应用 t检验进行单样本、配对、独立样本正态分布定量资料统计推断。

 应用方差分析对完全随机和随机化区组设计正态分布定量资料统计推断。

 应用方差分析对完全随机和配对等计数（定性）资料统计推断。

 应用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验对非正态分布定量资料以及等级资料统计推断。

 应用相关和回归对两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

 分析单变量统计中不同资料类型应选择的统计分析方法的区别。

 分析多变量统计中 Logistic 回归的应用条件。

 综合采用相应的方法、借助统计软件 SPSS 对复杂医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表达。

2.2 技能目标：

 正确区分变量资料类型，并能够根据需要进行变量间的相互转换。

 应用合适的统计指标描述计量资料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计算计量资料均数、几

何均数、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标准差、变异系数、样本均数的标准误与可信区

间；

 应用相对数描述计数资料的分布规律和分布特征，计算计数资料构成比、率、样本

率的标准误与可信区间。

 应用正态分布曲线下的面积分布规律计算正态分布、偏态分布的 95%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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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SPSS 软件进行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根据资料类型、设计类型、分布类型、

样本大小、分组多少等选择合适的假设检验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并解释假设检验结

果，作出合理的统计学结论和专业结论。

 应用相关和回归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2.3 素质目标：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统计学素养。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学有所获。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形成用数据说话、不轻信数据、不伪造数据的职业道德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树立坚持真理、严谨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绪论

教学内容：

1.医学统计学的概念、作

用和地位；

2.医学统计学的若干基

本概念；

3.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4.医学统计学教与学的

基本方法。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医学统

计学的定义、作用和地

位；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医学统计学若干基本概

念；

3.应用：应用所学概念区

分变量类型及其相互转

换。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结合经典案例

介绍统计学的发

展史，树立统计

学思维；

3.推荐阅读相关

统计学名人传

记。

4.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

理论 2 学时

2
定量资料的统计

描述

教学内容：

1.编制频数分布表、绘制

频数分布图；

2.描述计量资料集中趋

势的指标；

3.描述计量资料离散趋

势的指标。

4．正态分布的特点与面

积分布规律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结合实例课堂

讨论，指标的意

义及适用条件；

3.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一丝不

苟、实事求是的

理论 2 学时

实践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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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频数分

布表和频数分布图描述

数据的分布规律和分布

特征；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描述计量资料的集中趋

势和离散趋势的指标；

3.应用：应用资料信息选

择统计指标并进行计算。

精神。

3
定性资料的统计

描述

教学内容：

1.常用的相对数指标的

种类、定义和计算；应用

相对数注意事项。

2.人口学统计指标的名

称、意义及应用。

3.动态数列及其分析指

标的应用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定性资

料与相对数的关系。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常用的相对数指标的种

类、定义和计算，应用相

对数的注意事项。

3.应用：应用相对数描述

定性资料的特征，注意应

用相对数常犯的错误并

避免。

1.课前预习

2.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3.结合实例课堂

讨论，指标的意

义及适用条件。

4.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辩证思

维、合理比较的

能力。

理论 2 学时

实践 1 学时

4 统计表和统计图

1.统计表的基本结构和

要求

4.统计图形的类型、选择

及制图通则

教学要求：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统计表

的 5 个基本组成。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结合实例课堂

讨论，统计图表

的绘制要求及适

用条件；

3.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实事求

理论 2 学时

实践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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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图和统计表与普通

图表的区别以及表达表

达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

的方法。

3.应用：应用统计图和统

计表对不同类型资料进

行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选

择合适的统计图描述事

物之间的数量关系。

是、严谨的科学

态度。

5
定量资料的统计

推断

教学内容：

1．均数的抽样误差

2.总体均数可信区间及

其估计方法

3.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4.Z 检验和 t检验

5.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

及注意事项。

6.方差分析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抽样误

差及标准误的意义和计

算；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t分布法和正态近似法估

计总体均数的置信区间

的过程；

3.应用：应用假设检验的

基本原理、基本步骤、P

值、两类错误、单双侧检

验的基本概念、结果解释

的统计意义、专业意义；

三类 t 检验进行小样本

资料分析；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结合均数抽样

分布实例课堂讨

论，均数的抽样

误差和标准误的

意义和用途；

3.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尊重数

据、实事求是的

精神。 理论 4 学时

实践 2 学时

6
定性资料统计推

断

教学内容：

1.常用相对数指标；

2.应用相对数的注意事

项；

3.率的抽样误差、总体率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结合实例课堂

讨论，指标的意

理论 2 学时

实践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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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信区间及其估计方

法

4.Z 检验和χ2 检验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应用相

对数的注意事项，在实际

工作中合理运用中率、构

成比、相对比对计数资料

进行统计描述；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率、构成比、相对比的区

别；

3.应用：应用卡方检验的

用途、四格表资料卡方检

验的基本思想、应用合适

的方法计算卡方值和校

正卡方值，做出推断、.

分析多个率、构成比资料

卡方检验的基本思想、适

用条件，并选择合适的方

法计算卡方值和校正卡

方值，做出推断。

义及适用条件；

3.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一丝不

苟、实事求是的

精神。

7 秩和检验

教学内容：

1.配对资料的符号秩和

检验

4.两样本比较秩和检验

4.多样本比较秩和检验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非参数

统计的概念；不同设计类

型的秩和检验的应用条

件、分析秩和检验与前面

所学参数检验的区别及

检验效能的情况。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不同类型资料的编秩原

则。

3.应用：应用秩和检验对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以两组计量非

正态资料和两组

有序分类资料的

秩和检验为例课

堂讨论，秩和检

验的分析步骤、

编秩原则、统计

量选择校正、结

果解释和推断结

论。

3.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同一问

题从不同角度思

理论 2 学时

实践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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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从正态分布、或者正

态方差不齐的资料或等

级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考、寻求解决问

题思路的态度。

8 直线相关和回归

教学内容：

1.直线相关分析的用途，

相关系数及其意义

4.直线回归分析的作用，

回归系数及其意义

4.直线回归与相关应用

的注意事项

教学要求：

1.识记：能够知道相关、

回归的基本概念、相关系

数、回归系数的含义。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线性相关和回归应用中

注意的问题,相关与回归

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3.应用：应用相关系数、

回归系数解释两变量之

间的关联性。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以直线回归方

程的建立过程为

例课堂讨论，回

归分析的基本步

骤、适用条件、

结果解释和推断

结论；

3.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尊重客

观规律的作风。

理论 2 学时

9
Logistic 回归分

析和生存分析

教学内容：

1.logistic 回归分析基

本概念

2.logistic 回归适用条

件

3.生存分析的基本概念

4.生存分析适用条件

教学要求：

1. 识 记 ： 能 够 知 道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概

念以及生存分析的概念。

2.理解：能够说明和归纳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 OR

值、生存分析中 RR 值的

含义。

3.应用：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索疾病危险

1.采用多媒体授

课，启发式、案

例式教学；

2.结合案例，以

SPSS 软件做

logistic 回归

为例课堂讨论，

logistic 回归

的基本概念、基

本步骤、结果解

释；

3.案例演示生存

分析过程。

4.课程思政主要

培养学生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的思

想。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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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保护因素、应用中

位生存期描述生存状况。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结合案例进行统计学方法和原理的讨论，运用统计学软

件完成课堂练习题，要给学生留有质疑提问的机会和时间，让质疑和提问融于课堂教学的全

过程。教师课堂讲授与辅导答疑、习题作业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加深学生对医学统计

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领会，学会用统计学方法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倡导采用形成性评价。总评成绩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平时成绩+智慧树网络课程成绩+

实验报告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其中平时考核占 10%，智慧树网络课程成绩占 20%，实验课考

核占 2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贺佳主编，《医学统计学》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 8 月。

主要参考书目：

《卫生统计学》方积乾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孙振球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与电脑实验》方积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用统计方法》金丕焕复旦大学出版社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医学统计学智慧树网络课程，网址(zhihuishu.com)，其中把控课堂教学、辅助教学、

智慧树翻转课堂等，内有大量学统计学资源素材，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动画库、音

频库等。学生按照学号导入后可反复学习，掌握知识点。

执笔：王素珍

审核：王素珍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08 月 12 日

https://hikeweb.zhihuishu.com/hikeTch/meetClassList/10007548?VNK=86b347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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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学遗传学》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运动康复专业的医学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人类病理性状

的遗传规律以及遗传病的发生、传递、诊断、治疗和预防的规律；从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了

解遗传病的发生机理，从而探索治疗和预防的方法；从家族或群体水平探索预防遗传病的策

略；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临床工作的要求，它要以细胞

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统计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其它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

4. 课程目标：

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对边缘学科探讨的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

能力。通过教学，要求学生运用医学遗传学的基本知识，掌握遗传病的发生机理和传递规律，

能够对遗传病做出初步诊断，并提出合理的治疗和预防方案。同时要求同学了解本学科各主

要领域的新成就，新技术，为进行有关的研究工作和临床应用打下基础。

2.1 知识目标：

（1）知道遗传病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2）领会人类经典四类遗传病的临床特点和发病风险估计方法。

（3）领会遗传病的发病机制和传递规律。

（4）知道医学遗传学的新技术新发展和新成就。

2.2 技能目标

（1）能够运用医学遗传学基本知识进行遗传病的临床诊断。

（2）能够应用发病风险估计方法，会分析某遗传病的发病机制和传递规律。

（3）能够进行简单的临床遗传咨询，为患者提供合理的治疗和预防方案。

2.3 素质目标：

（1）关爱每一个学生，重视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2）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

（3）授之以渔，加强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临床实践水平。

（4）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

人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

绪论

教学内容：

1.医学遗传学的任务；

2.医学遗传学的主要分

科；

3.医学遗传学的发展简

1.利用多媒体课

件，放映遗传病

患者相关图片，

让学生深刻理解

遗传病的危害。

理论学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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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4.遗传病的概念、特点和

类型。

教学要求：

1.知道医学遗传学的概

念。

2.领会遗传病的概念、特

点和类型。

3.知道医学遗传学的发

展简史。

4.知道医学遗传学新进

展和在医学中的地位。

2.引入《医学遗

传学》教学内容

和教学任务，即

研究遗传病的发

生发展诊断和预

防，为人类服务。

3.重点讲解遗传

病的概念特点和

类别。

4.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了解遗

传病的概况，激

发学生对患者的

关爱；通过学习

医学遗传学发展

史，激发创新意

识、学会针对相

关疾病具体分析

的严谨精神。

2
第四章

染色体

教学内容：

1.染色质与染色体；

2.染色体在细胞分裂中

的行为；

3.生殖细胞的发生；

4.正常核型；

5.分子细胞遗传学。

教学要求：

1.领会染色质与染色体

异同；

2.知道 X 染色质的概念、

意义，领会 Lyon 假说的

要点；

3.知道人类染色体的数

目、结构与形态特征；

4.知道人类染色体核型

描述的数目、性染色体组

成及分组特征；

5.知道人类染色体显带

1.结合学生在高

中《生物学》学

过的基础知识引

入染色体的概

念，形态，功能；

2.重点讲解正常

染色体的形态结

构，研究方法，

命名方法等；

3.讲解染色体研

究的新技术和新

成就，让学生了

解该领域的发展

动向。

4.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对核型

技术发展的学

习，认识到针对

疾病问题进行创

理论学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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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会应用人类 G 显带

染色体的国际命名方法；

6.知道高分辨显带染色

体、姐妹染色单体交换、

分子细胞遗传学技术和

人类染色体的多态性。

新的重要性。

3
第五章

单基因遗传病

教学内容：

1.系谱与系谱分析；

2.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3.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4.性连锁遗传病；

5.两种单基因性状或疾

病的伴随传递；

6.影响单基因遗传病分

析的几个问题。

教学要求：

1.领会系谱符号的意义，

并会应用；

2.知道单基因遗传病的

遗传方式及其复发风险

估计的方法，并会应用；

3.领会亲缘系数和近亲

婚配、X 染色体失活、延

迟显性、不完全显性、共

显性的特点及其对单基

因遗传病分析的影响；

4.会应用两种性状联合

传递的遗传分析方法；

5.会分析其它因素对单

基因病分析的影响；

6.知道基本概念：单基因

遗传病，先证者，系谱，

共显性，不完全显性，从

性遗传，遗传异质性，表

现度，外显率，延迟显性，

表观遗传。

1.利用多媒体课

件放映单基因遗

传病（如白化病、

多指症）的图片

及家族传递情

况。

2.引入本次课讲

解内容，即各类

单基因遗传病。

3.重点讲解各类

单基因遗传病的

特点，遗传规律

以及发病风险的

估计方法。

4.运用多媒体设

备绘制某种单基

因遗传病的系

谱，引导学生分

析，总结遗传规

律，计算亲属发

病风险，模拟简

单的临床遗传咨

询过程，实现基

础与临床的合理

对接。

5.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讲解近

亲婚配，普及婚

姻法相关内容。

培养学生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

职业品格；引导

理论学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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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树立服务人

民、奉献社会的

人生观。

4
第六章

线粒体遗传病

教学内容：

1.mtDNA的结构特点与遗

传特征；

2.mtDNA 突变与人类疾

病；

3.核 DNA 编码的线粒体

遗传病。

教学要求：

1.知道线粒体 DNA 的结

构特点和传递规律；

2.领会线粒体遗传病的

传递和发病规律；

3.知道线粒体基因突变

的类型；

4.知道常见线粒体遗传

病；

5.知道基本概念：母系遗

传，同质性，异质性，遗

传瓶颈，半自主性遗传。

1.复习学生在大

一《细胞生物学》

中学习的线粒体

的基础知识；

2.引入本次课的

讲授内容：线粒

体 DNA 发生突变

后会发生什么？

3.重点讲解线粒

体 DNA 结构特点

和传递规律，讲

解线粒体遗传病

的发生和传递。

4.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链霉素

耳毒性耳聋的案

例，激发学生精

准用药，投身国

民健康事业的志

向,培养学生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理论学时：2

5
第七章

多基因遗传病

教学内容：

1.多基因遗传的定义和

特点；

2.多基因病的遗传。

教学要求：

1.知道数量性状与质量

性状的概念；

2.领会数量性状的多基

因遗传特征与群体分布

特征；

3.知道多基因遗传病相

关概念：易感性、易患性、

阈值；

1.利用多媒体课

件放映多基因遗

传病（如精神分

裂症、先天性心

脏病等）的患者

图片。

2.引入本次课的

授课内容：多基

因遗传病的概

念、发生过程、

传递规律。

3.重点讲解数量

性状、易患性、

理论学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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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道遗传度的概念，会

应用遗传度的计算方法；

5.领会多基因遗传病复

发风险与亲属级别的关

系，会分析其他因素对多

基因遗传病复发风险影

响，并会应用估计方法；

6.领会现代医学中多基

因遗传病研究的基本思

路；

7.知道常见多基因遗传

病的发病率、遗传度及其

研究动态。

阈值的概念，讲

解多基因遗传病

的发生特点、传

递规律以及子代

发病风险的估计

方法。

4..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学习多

基因遗传病复发

风险与亲属级别

关系，强化家国

天下和种族民族

的理解和爱国主

义精神;帮助学

生理解“过犹不

及”的深刻含义，

培养学生正确的

社会价值观。

6
第八章

染色体病

教学内容：

1.染色体畸变；

2.染色体病及分类。

教学要求：

1.知道染色体数目畸变

的类型和发生机理；

2.知道染色体结构畸变

的类型和发生机理；

3.会应用染色体核型的

描述方法；

4.领会常见常染色体数

目异常疾病和结构异常

疾病的临床特征、染色体

异常特征，会应用其核型

描述方法；

5.领会常见性染色体数

目异常疾病和结构异常

疾病的临床特征、染色体

异常特征，会应用其核型

描述方法；

1.利用多媒体课

件放映染色体病

患者（如 21 三体

综合征）的图片。

2.结合目前临床

开展的“唐筛”

检查引入本次课

的授课内容：染

色体病的发生机

制和临床特点。

3.重点讲授染色

体发生畸变的类

型和机制；

4.重点讲授各类

染色体病发生机

制和临床特点。

5.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 21 三体

综合征和我国唐

筛的免费开展，

理论学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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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知道两性畸形的类型

和发病机理。

在介绍专业知识

的同时培养学生

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爱国主

义精神。

7
第九章

群体遗传学

教学内容：

1.基因和基因型频率；

2.群体遗传平衡定律；

3.近婚系数；

4.遗传负荷。

教学要求：

1.知道基因频率和基因

型频率，会应用其计算方

法；

2.领会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及应用；

3.领会突变与选择对群

体遗传平衡的影响，知道

群体中的平衡多态现象；

4.会应用近亲系数及近

亲婚配有害效应的计算

方法。

1.复习绪论部分

讲解的医学遗传

学的分支，引入

群体遗传学

2.讲授群体遗传

的重点内容：群

体遗传平衡定

律，基因频率和

突变率的计算，

近婚系数的含义

和计算方法；

3.利用多媒体课

件出具例题，让

学生练习基因、

基因型频率以及

突变率的计算。

4.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学习群

体遗传学理解近

亲婚配有害效

应，科普加深理

解相应的国家方

针政策。

理论学时：6

8
第十章：生化遗传

学

教学内容：

1.血红蛋白病；

2.先天性代谢病；

3.血友病；

4.胶原蛋白病。

教学要求：

1.知道先天性代谢差错

和分子病的概念；

2.知道血红蛋白的分子

结构及其遗传控制；

1.利用多媒体课

件放映某些生化

遗传病（如苯丙

酮尿症，地中海

贫血等）的患者

图片；

2.引入本次课的

讲授内容：各类

生化遗传病的发

病机制和临床特

理论学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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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会镰形细胞贫血症

和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

血的发病机理、类型及遗

传方式，并会逆向应用分

析；

4.领会氨基酸代谢病、半

乳糖血症、核酸代谢缺陷

的主要临床特征、遗传方

式、发病机理，并会逆向

应用分析；

5.领会血友病 A、成骨不

全、糖原累积症的临床表

现、发病机理、遗传方式，

并会逆向应用分析；

6. 领 会 血 友 病 B 、

Ehlers-Danlos综合征的

主要临床症状、遗传方

式，并会逆向应用分析。

点；

3.重点讲解各类

生化遗传病的发

病机制、临床特

点和传递规律。

4.课程思政内

容：以尿黑酸尿

症为例，讲解

Garrod 基 于 对

病人的强烈同情

以及为病人解除

病痛的初衷，对

生化遗传病的艰

苦研究探索所取

得的成就，让学

生了解救死扶伤

的信念，是临床

研究的原动力，

加强学生对临床

的热爱,培养学

生开拓进取的精

神。

9
第十三章：肿瘤遗

传学

教学内容：

1.染色体异常与肿瘤；

2.癌基因；

3.肿瘤抑制基因；

4.肿瘤发生遗传学理论；

5.遗传性恶性肿瘤。

教学要求：

1.知道特异性标记染色

体的概念、特征及其致癌

机制；

2.知道癌基因、病毒癌基

因、原癌基因、肿瘤抑制

基因概念；

3.领会癌基因的分类与

激活机制；

4.领会肿瘤抑制基因的

1.利用多媒体课

件播放学生熟悉

的被肿瘤夺去生

命的案例（如罗

京、梅艳芳等）。

2.引入本次课的

授课内容：肿瘤

发生的遗传基

础。

3.重点讲解肿瘤

发生与染色体异

常的关系，讲解

肿瘤发生过程中

癌基因、抑癌基

因的作用；讲解

肿瘤发生的遗传

理论学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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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 RB、P53 的抑癌机

理；

5.领会肿瘤发生的单克

隆假说，二次突变学说，

肿瘤发生的多步损伤学

说；

6.知道染色体不稳定综

合征的概念和细胞遗传

学特征；

7.领会 Bloom 综合征与

Fanconi贫血的细胞遗传

学特征；

8.知道视网膜母细胞瘤、

Wilms 瘤、家族性腺瘤性

息肉综合征。

学理论。

4.课程思政内

容：通过对肿瘤

发病率的介绍和

学生生活中肿瘤

患者的举例，激

发学生对生命的

珍爱以及对抗疾

病的使命感,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活观和价值

观。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方式采用课堂讲授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法，理论讲授以基本概念、基本

规律及其应用为主，让学生掌握人类遗传病的类型以及发生、传递、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基

本知识。实验课分为验证性实验及综合性或设计性实验，让学生能通过实验加深对基础知识

的理解，并学会分析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面临的复杂遗传问题的能力。教学中应介绍医学

遗传学发展中所确立的科学思维方法，以增强学生科学研究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采用“非标准答案”考核方式，使用“案例分析”、“综合分析”等探索开放式命题为

主的考试内容。打破“一考定成绩”考核方式，增加课程学习过程的考核，包括课堂表现、

随堂测试、课后作业等，降低期末考试的比重。其中平时成绩占 20%，线上学习考核占 30%，

期末考试成绩占 50%。

4.3 教材选编：

《医学遗传学》，王培林、傅松斌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四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51138#teachTeam

执笔：于涛

审核：王刚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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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人体寄生虫学》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为中医学专业选修课，属于病原学范畴。它主要研究寄生虫形态、生活史及生态，

阐明寄生虫与人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认识寄生虫病发生与流行的基本规律和控制消灭的基本

原则。《人体寄生虫学》由医学原虫学、医学蠕虫学和医学节肢动物学三部分组成，是中医

学的基础课程，同时也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中医学的桥梁课程。它要以细胞生物学、系统解剖

学、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病理

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实验诊断学、检体诊断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学生能够掌握人体常见寄生虫和寄生虫病以及传播媒介相

关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检查和诊断人体常见寄生虫病的基本技能，对突发性寄生虫

流行事件具有一定认知能力，以适应我国寄生虫病防治的需要。同时注重联系病理学、免疫

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引入寄生虫学发展的新动态，以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严谨科学态度、创新意识和分析批

判精神，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断追求卓越。

2.1 知识目标：

 知道人体寄生虫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及《人体寄生虫学》在中医学课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领会形态-生活史-致病-诊断-防治

的相互关系和基本内容。

 应用形态-生活史-致病-诊断-防治

的基础理论判断和分析临床寄生虫疾病。

 分析寄生虫生活史与疾病发生和发

展的规律。

2.2 技能目标：

 识别常见传播媒介与传播疾病和防

治有关时期的形态特征。

 独立完成常见寄生虫病的实验诊断。

 使用显微镜或肉眼寻找和辨认与病

原学诊断有关的常见蠕虫、原虫等标本。

2.3 素质目标：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及爱国热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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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勇于承担消灭寄生虫病的重任。

 具有一定的科研兴趣及科研水平，严

谨、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

素质。

 具有良好的医德，集体主义和团队合

作精神。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总论 教学内容：

1.寄生虫和宿主概念，各类宿主，生活

史及其基本阶段；

2.寄生虫对宿主的致病作用及宿主对

寄生虫的影响；

3.寄生虫病流行的三个环节(传染源、

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影响流行的三

个因素，寄生虫病的流行特点。

教学要求：

1.知道：寄生、寄生虫、宿主、终宿主、

中间宿主、寄生虫生活史、感染阶段、

感染途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等概念。

2.领会：寄生虫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寄

生虫的致病机理和实验诊断，宿主对寄

生虫的抵抗机制；寄生虫病流行的基本

环节、影响因素、流行特点及防治原则。

1.利用多媒体给

学生详细讲解授

课内容。

2.展示寄生虫病

患者的病理标本

图片。

3.回顾和展望我

国五大寄生虫

病：疟疾、血吸

虫病、丝虫病、

钩虫病和黑热病

的流行和防治

史，着重讲述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理论 2 学

时

2 叶足虫 教学内容：

1.医学原虫学概论

2.溶组织内阿米巴

教学要求：

1.知道：原虫的形态结构、生活史类型。

溶组织内阿米巴的形态特点。

2.领会：原虫的生理、致病特点。溶组

织内阿米巴的生活史、致病机制、临床

类型与表现、病原诊断、流行和防治。

3.应用：能够根据阿米巴痢疾的典型临

床症状，对疾病做出诊断，并根据流行

情况对人群提供预防措施。

4.分析：能够鉴别溶组织内阿米巴与其

1.引入周总理在

革命战争年代感

染溶组织内阿米

巴的真实事例，

让学生体会到中

国革命的艰难历

程和中国共产党

人为人民解放、

人民幸福作出巨

大牺牲和贡献，

引导学生牢固树

立坚定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想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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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致病阿米巴的形态特点。 信念。

2.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寄生虫

病患者的病理标

本图片。

3.病例讨论。

3 鞭毛虫 教学内容：

1.蓝氏贾第鞭毛虫

2.阴道毛滴虫

教学要求：

1.知道：蓝氏贾第鞭毛虫、阴道毛滴虫

的形态特征。

2.领会：蓝氏贾第鞭毛虫、阴道毛滴虫

的生活史、致病机制、

病原诊断及防治措施。

3.应用：能够根据蓝氏贾第鞭毛虫、阴

道毛滴虫感染的典型临床症状，对疾病

做出诊断并根据流行情况对不同人群

提供预防措施。

1.利用现实生活

中饮水安全与蓝

氏贾第鞭毛虫的

关系，引入我国

目前执行的《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让学生明

白环境卫生、个

人卫生对群众健

康的重要性，培

养学生健康意

识、社会责任感

和职业责任感。

2.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寄生虫

病患者的病理标

本图片。

3.病例讨论。

理论 1

学时

4 孢子虫 教学内容：

1.疟原虫

2.刚地弓形虫

教学要求：

1.知道：间日疟原虫、弓形虫的形态特

征。

2.领会：间日疟原虫、弓形虫生活史、

致病机制、临床表现、

病原学诊断、流行和防治措施。

3.应用：能够根据间日疟疾、弓形虫病

的典型临床症状，对疾病做出诊断，并

根据流行情况对不同人群提供预防措

施。

1.介绍我国科学

家屠呦呦从东晋

葛洪《肘后备急

方》中获得启发，

成功提取抗疟药

青蒿素并且以身

试药，为全球抗

疟做出杰出贡献

而荣获 2015 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的事例，

激发学生民族自

豪感、文化自信

和科研热情。

理论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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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寄生虫

病患者的病理标

本图片。

3.病例讨论。

5 吸虫 教学内容：

1.医学蠕虫概论

2.吸虫概论

3.华支睾吸虫

4.布氏姜片吸虫

5.卫氏并殖吸虫

6.血吸虫

教学要求：

1.知道：蠕虫的形态特点。华支睾吸虫、

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血吸虫

成虫及虫卵的形态特征。

2.领会：蠕虫生活史一般特征。华支睾

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

血吸虫的生活史、致病机理、临床表现、

病原检查方法、流行分布及防治原则。

3.应用：能够根据华支睾吸虫、布氏姜

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血吸虫感染的

典型临床症状，对疾病做出诊断并根据

流行情况对不同人群提供预防措施。

4.分析：能够比较华支睾吸虫、布氏姜

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血吸虫成虫及

虫卵的形态异同；能够比较四种吸虫生

活史和致病性的不同点。

1.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寄生虫

病患者的病理标

本图片。

2.通过吃鱼生感

染肝吸虫、吃溪

蟹、蝲蛄感染肺

吸虫案例，增强

学生的疾病防控

意识和对公众健

康的关注；引入

毛泽东主席著名

的《七律二首·送

瘟神》，《国家

记忆》—战“疫”

围歼血吸虫的视

频，激发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培养学生

的爱国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

3.通过案例分

析，锻炼学生的

临床思维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理论 4

学时

6 绦虫 教学内容：

1.绦虫概论

2.链状带绦虫

3.肥胖带绦虫

教学要求：

1.知道：绦虫一般形态特点。链状带绦

虫、肥胖带绦虫囊尾蚴及带绦虫卵形态

1.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寄生虫

病患者的病理标

本图片。

2.引入吃生猪肉

感染猪带绦虫病

视频及相关临床

理论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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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2.领会：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生活

史、绦虫病和囊虫病的致病机理、临床

表现、诊断流行及防治。

3.应用：能够根据链状带绦虫、肥胖带

绦虫感染的典型临床症状，对疾病做出

诊断并根据流行情况对不同人群提供

预防措施。

4.分析：能够比较链状带绦虫、肥胖带

绦虫成虫形态及生活史的异同点。

案例，讲解疾病

发生的原因、危

害，增强学生的

疾病防控意识和

对公众健康的关

注；展示本教研

室谷宗藩教授当

年曾多次到青岛

屠宰场收集猪囊

尾蚴标本，学习

老教授爱岗敬业

的职业道德，继

承其精益求精、

实事求是的科研

精神。

3.病例讨论

7 线虫 教学内容：

1.线虫概论

2似蚓蛔线虫

3.蠕形住肠线虫

4.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和美洲板口线虫

5.旋毛形线虫

6.丝虫

教学要求：

1.知道：线虫的一般形态特点、生活史

类型、重要虫种。似蚓蛔线虫、蠕形住

肠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和美洲板口

线虫、丝虫成虫与虫卵的形态特征和旋

毛形线虫幼虫囊包的形态特征。

2.领会：线虫的生活史特点。似蚓蛔线

虫、蠕形住肠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

和美洲板口线虫、旋毛形线虫、丝虫生

活史、致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流

行分布和防治措施。

3.应用：能够根据似蚓蛔线虫、蠕形住

肠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和美洲板口

线虫、旋毛形线虫、丝虫感染的典型临

床症状，对疾病做出诊断并根据流行情

1.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寄生虫

病患者的病理标

本图片。

2.引入近年蛔虫

病例报道，让学

生意识到蛔虫之

患就在我们身

边，激发学生消

灭蛔虫病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回

顾我国钩虫病、

丝虫病流行和防

治历史，体现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介绍我教

研室前辈教师为

防治丝虫病作出

的贡献，激发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

3.病例讨论。

理论 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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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不同人群提供预防措施。

4.分析：能够比较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和

美洲板口线虫成虫形态及致病性的不

同；能够比较马来丝虫和班氏丝虫生活

史特点的异同；能够比较马来微丝蚴和

班氏微丝蚴形态特征的不同。

8 医学节肢

动物

教学内容：

1.医学节肢动物概论

2.昆虫纲概论

教学要求：

1.知道：医学节肢动物概念及特征；昆

虫纲的主要特征。

2.领会：医学节肢动物的危害和防制原

则。

1.利用多媒体给

学生详细讲解具

体授课内容。

2.结合流行病资

料讲述我国昆虫

的流行情况和预

防进展。

理论 0.5

学时

9 昆虫纲 教学内容：

1.蚊

2.蝇

3.蚤

4.虱

教学要求：

1.知道：蚊、蝇、蚤、虱的形态。

2.领会：蚊、蝇、蚤、虱的生活史、生

态、与疾病的关系和防治原则。

3.应用：能够根据虫媒病的流行分布情

况对不同人群提供预防措施。

4.分析：能够比较蚊、蝇、蚤、虱形态

及生态习性的不同点。

1.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虫媒病

患者的病理标本

图片。

2.引入“以蚊灭

蚊，蚊子工厂”

等科学前沿技

术，培养学生科

研精神、创新意

识、团队精神及

社会责任感。

理论 1.5

学时

10 蛛形纲 教学内容：

1.蛛形纲概论

2.蜱

3.恙螨

4.蠕形螨

5.疥螨

教学要求：

1.知道：蛛形纲的主要特征；硬蜱和软

蜱的形态特征。

2.领会：蜱、恙螨、蠕形螨、疥螨的生

活史、生态习性、与疾病的关系及防制

1.利用多媒体授

课，展示蜱媒病

患者的病理标本

图片。

2.引入蜱咬病导

致的多人发病及

死亡报道，教育

学生夯实专业基

础知识，提升临

床思维能力和综

合分析能力，增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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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应用：能够根据上述虫媒病的流行分

布情况对不同人群提供预防措施。

4.分析：能够比较硬蜱和软蜱形态及生

态习性的异同点。

强职业道德感。

3.结合流行病资

料讲述我国蜱、

恙螨、蠕形螨、

疥螨导致和传播

疾病的特点和预

防进展。

11 肝吸虫、姜

片虫

教学内容：

1.观察标本：华支睾吸虫卵、布氏姜片

吸虫卵。

2.示教标本：华支睾吸虫中间宿主---

豆螺、淡水鱼、虾，布氏姜片吸虫中间

宿主和传播媒介---扁卷螺、荸荠、菱

角，吸虫各期幼虫（毛蚴、胞蚴、雷蚴、

尾蚴、囊蚴）；华支睾吸虫和布氏姜片

吸虫成虫标本。

3.电视录像：肝吸虫

教学要求：

1.知道：华支睾吸虫卵、姜片吸虫卵形

态特征。

2.知道：华支睾吸虫、姜片吸虫成虫的

形态特征。

3.分析：通过吸虫各期幼虫和中间宿主

的观察，了解吸虫生活史的规律。

1.PowerPoint

多媒体课件及手

绘模式图讲解和

演示，指导学生

观察各类标本。

2.采用提问式和

启发式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3.通过放映录

像，是理论知识

更形象、生动和

直观，便于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知识点。

实验 4

学时

12 肺吸虫、血

吸虫、绦虫

教学内容：

1.观察标本：卫氏并殖吸虫卵、血吸虫

卵、带绦虫卵；日本血吸虫雌雄成虫、

肺吸虫成虫、猪牛带绦虫头节。

2.示教标本：卫氏肺吸虫中间宿主----

川卷螺、溪蟹、蝲蛄；血吸虫中间宿主

----钉螺；日本血吸虫寄生在家兔肠系

膜静脉内（瓶装标本）、日本血吸虫虫

卵所致肝脏病理标本（瓶装标本）、猪

带绦虫囊尾蚴（猪囊虫）、猪囊尾蚴寄

生在猪肌肉、猪脑、猪心、猪眼等处的

大体标本、两种带绦虫成虫；猪牛带绦

虫成节与孕节标本。

3.电视录像：猪带绦虫、牛带绦虫。

1.PowerPoint

多媒体课件及手

绘模式图讲解和

演示，指导学生

观察各类标本。

2.采用提问式和

启发式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3.通过放映录

像，是理论知识

更形象、生动和

直观，便于学生

实验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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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知道：肺吸虫卵、成虫、虫卵和带绦

虫虫卵的血吸虫形态特征；

猪带绦虫和牛带绦虫成虫的形态鉴别

要点。

2.领会：肺吸虫、血吸虫、猪带绦虫和

牛带绦虫形态与致病性的关系；吸虫生

活史的规律。

3.应用：能够对肺吸虫、血吸虫、猪带

绦虫和牛带绦虫感染案例的实验诊断

进行判断。

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知识点。

13 蛔虫、钩

虫、蛲虫、

丝虫、旋毛

虫

教学内容：

1.观察标本：受精蛔虫卵、未受精蛔虫

卵、蛲虫卵、钩虫卵、马来微丝蚴和班

氏微丝蚴

2.示教标本：脱蛋白质膜蛔虫卵、感染

期蛔虫卵、蛔虫成虫自然形态、蛔虫唇

瓣、蛔虫成虫引起并发症的大体标本

（肠梗阻、肠穿孔、胆道蛔虫症、肝脓

肿等）、蛲虫成虫自然形态、蛲虫前端

的头翼和食道球；十二指肠钩虫和美洲

钩虫成虫自然形态、两种钩虫的口囊和

雄虫交合伞（镜下观）；旋毛虫囊包；

丝虫致象皮肿病理标本；狗钩虫附着于

狗小肠。

3.电视录像：蛔虫、钩虫和蛲虫。

教学要求：

1.知道：蛔虫卵、蛲虫卵、钩虫卵、旋

毛虫幼虫囊包、班氏微丝蚴和马来微丝

蚴形态特征；十二指肠钩虫和美洲钩虫

成虫形态鉴别要点。

2.领会：蛔虫、钩虫、蛲虫、丝虫、旋

毛虫的致病机制和常见临床表现。

3.应用：能够对蛔虫、钩虫、蛲虫、丝

虫、旋毛虫感染案例的实验诊断进行判

断。

1.PowerPoint

多媒体课件及手

绘模式图讲解和

演示，指导学生

观察各类标本。

2.采用提问式和

启发式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3.通过放映录

像，是理论知识

更形象、生动和

直观，便于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知识点。

实验 4

学时

14 原虫、节肢

动物

教学内容：

1.观察标本：间日疟原虫红细胞内期形

1.PowerPoint

多媒体课件及手

实验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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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状体、滋养体、裂殖体、配子体

（薄血膜染色标本，油镜观察、吉氏染

色）。

2.示教标本：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苏

木素染色标本（油镜观察）、蓝氏贾第

鞭毛虫滋养体苏木素染色标本（油镜观

察）；恶性疟原虫红细胞内期形态：环

状体、配子体（薄血膜染色标本，油镜

观察）；蚊形态观察：中华按蚊、淡色

库蚊、白纹伊蚊成蚊针插标本形态特征

观察；三属蚊虫（雌、雄）三属蚊虫幼

虫及蛹形态特征观察（玻片标本，低倍

镜观察）；蝇腿观察（玻片标本，低倍

镜观察）；蚤形态观察；体虱、耻阴虱

成虫形态观察（玻片标本）；疥螨成虫

形态观察（玻片标本）；软、硬蜱形态

观察（玻片标本）。

教学要求：

1.知道：溶组织阿米巴包囊、蓝氏贾第

鞭毛虫包囊的形态特征；铁苏木素染色

后溶组织阿米巴滋养体形态特征；按蚊

属、库蚊属、伊蚊属成蚊的主要区别鉴

别要点；蝇、蚤、虱、疥螨、软硬蜱等

的一般形态特点。

2.领会：原虫形态与致病性的关系；医

学节肢动物与疾病的关系。

3.应用：能够对原虫感染案例和虫媒病

的实验诊断进行判断。

绘模式图讲解和

演示，指导学生

观察各类标本。

2.采用提问式和

启发式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1）运用图片、FLASH、模型和标本等讲解内容，突出重点，使抽象内容形象直观、生

动，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2）积极开展 PBL、CBL 教学。

（3）通过对教学案例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基础与临床的相互融合。

（4）通过设问、提问、练习等互动环节引导学生思考，及时总结、复习要点，随堂检

验学生掌握程度。

（5）以研究进展、研究热点激发学生科研思维，强化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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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方法：

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形式，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 50%；实验考试占总成绩的 20%；平

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1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出勤率、实验报告等；期中测试占总成绩的 20%。

4.3 教材选编：

（1）刘佩梅、李泽民主编,《医学寄生虫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9 年，第 4

版。

（2）诸欣平、苏川主编,《人体寄生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 版。

（3）罗恩杰主编，《病原生物学》，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6 版。

（4）《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指导》，校内部教材。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人体寄生虫学学科，以中国大型慕课平台“智慧树”为依

托，建立了人体寄生虫学线上课程，为自学人体寄生虫学理论内容提供资源。

执笔：管志玉

审核：汲蕊

审定：孙银贵

2022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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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流行病学》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麻醉学、口腔医学、医学影像学、中医学、眼视光学、眼视光医学、

护理学专业 3+2 贯通班的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掌握流行病学的基本

理论与研究方法方法，使学生能够树立公共卫生观念，适应日后本专业工作要求，为疾病的

预防控制与治疗的实践与科研工作服务；它要以医学高等数学、文献检索、中医学、传染病

学、寄生虫病学和卫生统计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进行中医学实习和预防医学专

业实习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能够知道流行病学中的基本概念。

 领会流行病学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应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解决医学实践中问题。

 能够恰当分析因果关系，能够进行传染病与慢性病的病因调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急处置。

 综合流行病学与医学统计学知识开展疾病与健康调查相关。

 评价流行病学研究中存在的偏倚，科学解读研究结果。

2.2 技能目标：

 正确运用疾病频率测量指标。

 能够选用恰当的方法描述疾病的分布特征。

 能够进行流行病学研究设计。

 能够进行人群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及结果报告。

 能够进行病因研究及防制措施效果评价。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树立流行病学群体观及预防为主的思想。

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绪论 1.流行病学定义

识记：能够知道流行病学的定义。

理解：能够说明流行病学的研究任务。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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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识记：能够知道流行病学基本的研究类

型和研究方法。

理解：能够说明不同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间的区别与联系。

运用：能够结合医学实践需求选择恰当

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3.流行病学的基本特征

识记：能够知道流行病学的基本特征。

理解：能够理解流行病学没有比较就没

有鉴别的思想。

课堂讲授，注

意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的融入

2 疾病的分

布

1.疾病的频率指标

识记：常见发病指标、患病指标、死亡

指标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理解：能够说明不同频率测量指标区别

与联系及用途。

运用：能够结合实践选择恰当的指标进

行疾病频率测量。

2.疾病的流行强度

识记：常见反映疾病流行强度的概念。

理解：能够说明不同疾病流行强度的区

别。

3.三间分布

理解：能够理解描述疾病分布特征的意

义。

运用：能够运用恰当的形式描述疾病与

健康的分布特征。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课

堂练习，注意

课程思政相关

内容的融入

理论 2 学

时

3 描述性研

究

1.现况研究

识记：现况研究的概念、特点和类型。

理解：能够说明现况研究的基本原理、

设计与实施。

运用：能够设计并开展现况研究相关调

查工作。

2.生态学研究

识记：生态学研究的概念。

理解：能够说明生态学研究的用途和优

缺点。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注

意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的融入

理论 2 学

时，实践 4

学时

5 队列研究 1.队列研究概念 课前预习 理论 3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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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队列研究的概念及类型。

理解：队列研究的基本原理。

运用：能够结合实践需求，选择恰当的

研究类型。

2.设计与实施

识记：队列、暴露的概念。

理解：队列研究设计与实施的一般步骤，

研究对象的来源，暴露与结局的测量。

运用：能够进行队列研究的设计。

3.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识记：累积发病率、发病密度、RR、AR、

AR%、PAR、PAR%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理解：各指标的含义及联系。

运用：能够选择恰当指标分析队列研究

资料并进行结果报告。

4.优点与局限性

理解：队列研究中常见的偏倚，优点与

局限性。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课

堂练习，注意

课程思政相关

内容的融入

时，实践 4

学时

6 病例对照

研究

1.病例对照研究概念

识记：病例对照研究的概念及类型。

理解：病例研究的基本原理，病例对照

研究与回顾性队列研究区别与联系。

运用：能够结合实践需求，选择恰当的

研究类型。

2.设计与实施

理解：病例对照研究设计与实施的一般

步骤，研究对象选择的方法，暴露的测

量方法。

运用：能够进行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

3.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识记：OR 的概念、不同设计类型 OR 值

的计算方法。

理解：OR 值的统计学检验。

运用：能够根据设计类型选择恰当的分

析方法并进行结果报告。

4.优点与局限性

理解：病例对照研究中的常见偏倚；与

队列研究相比，病例对照研究的优点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课

堂练习，注意

课程思政相关

内容的融入

理论 3 学

时，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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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7 实验流行

病学

1.流行病学实验研究的概念

识记：流行病学实验研究的概念及类型。

理解：流行病学实验研究的基本原理。

运用：能够结合实践需求，选择恰当的

研究类型。

2.设计与实施

理解：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设计与实施的

一般步骤，研究对象选择、干预的实施、

随访、结局测量，RCT 设计的基本原则。

运用：能够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

3.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识记：实验研究中常用分析指标。

理解：常用指标的统计学检验。

运用：能够根据选择恰当的分析方法进

行资料分析和结果报告。

4.优点与局限性

理解：流行病学实验研究的优点与局限

性。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注

意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的融入

理论 2 学

时

4 筛检 1.筛检的概念

识记：筛检及筛检试验的概念。

理解：能够说明在人群中开展疾病筛检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2.筛检试验的评价

识记：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的概念与计算。

理解：阳性结果截断值与灵敏度、特异

度的关系，预测值与患病率的关系。

运用：能够进行研究设计开展筛检试验

和诊断试验的评价。

3.筛检与诊断试验效果的评价

理解：能够说明提高筛检收益的方法。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课

堂练习，注意

课程思政相关

内容的融入

理论 2 学

时，实践 4

学时

8 偏倚及其

控制

1.研究的真实性和误差

识记：偏倚的概念。

理解：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与样本量的

关系。

2.选择偏倚

识记：选择偏倚的概念及常见类型。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注

意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的融入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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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选择偏倚产生的原因及控制方法。

运用：能够识别流行病学研究中可能存

在的选择偏倚，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3.信息偏倚

识记：信息偏倚的概念及常见类型。

理解：信息偏倚产生的原因及控制方法。

运用：能够识别流行病学研究中可能存

在的信息偏倚，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4.混杂偏倚

识记：混杂偏倚及混杂因素的概念。

理解：混杂偏倚产生的原因及控制方法。

运用：能够识别流行病学研究中潜在的

混杂偏倚，能够进行分层分析及多因素

分析。

9 病因与病

因推断

1.定义

识记：现代流行病学病因的概念。

理解：病因模型产生的背景及含义。

2.病因研究的方法与步骤

理解：病因研究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运用：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开展病因研

究。

3.因果推断

识记：常用因果推断标准。

理解：从关联到因果的推理过程。

运用：能够运用因果推断标准进行因果

推断。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注

意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的融入

理论 2 学

时

10 疾病预防

策略与公

共卫生监

测

1.预防策略与措施

理解：策略与措施的关系，疾病预防控

制中策略的重要性。

2.公共卫生监测

识记：公共卫生监测的基本概念和常见

种类。

理解：公共卫生监测的用途。

运用：能将公共卫生监测技术用于疾病

预防控制实践中。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课堂讲授，注

意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的融入

理论 2 学

时

11 传染病流

行病学

1.概述

理解：传染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

2.传染过程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实际案例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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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传染过程及感染谱。

理解：能说明传染谱在传染病预防控制

中的意义。

3.流行过程

识记：流行过程的三个环节。

理解：能说明影响流行过程的因素和流

行过程三个环节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

意义。

运用：能够进行传染源追踪和传播途径

调查。

4.传染病的预防控制

识记：传染病报告的基本原则。

理解：传染病的预防策略和措施。

运用：能够制定传染病预防措施。

5.免疫规划及其效果评价

理解：能说明免疫规划的含义。

课堂讲授，注

意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的融入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随堂练习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案例教学，在充分

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

握流行病学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30-40%，期末理论考试占 60-70%。

4.3 教材选编：

 李志华主编，《流行病学》，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版。

 詹思延主编,《流行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8 版。

 沈洪兵、齐秀英主编，《流行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流行病学》智慧树在线课程。

执笔：王强

审核：李兰花

审定：李兰花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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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循证医学》课程标准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预防医学、康复治疗学、医学影像技术、临床

药学、眼视光医学、中医学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循证医学的基本原

理、要素和步骤；培养学生针对问题查找证据和使用证据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实

践和科研的要求，它要以外科学、内科学、大学英语、文献检索、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的

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专业主修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循证医学学习的目的，系统掌握循证医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研究方

法，发展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着重提高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特别注重提高学生运用循证医学思维进行临床实践和科研的能力。

2.1 知识目标：

 知道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要素、实践的原则和方法。

 领会循证医学证据的分类和证据检索。

 应用文献质量评价标准评价文献质量。

 分析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的原理和步骤。

 综合运用 ReVman 软件进行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评价学生运用循证医学思维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2.2 技能目标：

 能够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能够不断学习专业理论与知识。

 能够熟练运用 Meta 分析进行证据的合成，并结合专业使用证据。

 能够具备一定的证据检索能力，能够独立的获取、整理、分析、使用证据。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2.3 素质目标：

 致力于学生的实际学习需要，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学有所获。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科研水平。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才”

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

计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绪

论

识记：能够知道循证医学的概念、循证医学

三要素、四原则、五步骤。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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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说明循证医学发展的现状及趋

势、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运用：能够运用循证医学思维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2 第二章提

出问题

识记：能够知道临床问题的基本结构和提出

问题的方法。

理解：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性和问题的来

源。

运用：能够运用 PICO 原则提出临床问题。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理论2学时

3 第三章证

据的检索

识记：能够知道证据检索步骤和方法。

理解：能够说明循证医学证据检索的重要性

和特点。

运用：能够使用相关数据库检索循证医学证

据的方法，特别是 CochraneLibrary 和

PubMed 数据库的检索。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理论2学时

4 第四章循

证医学常

用的统计

方法

识记：能够知道循证医学常用的统计指标。

理解：能够说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的统计

分析常用的方法。

运用：能够使用统计指标和方法解决问题。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理论2学时

5 第五章

meta 分析

识记：能够知道 Meta 分析的基本概念、基

本分析过程。

理解：能够说明异质性分析和敏感性检验的

作用。

运用：能够使用 ReVman软件进行 Meta分析。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理论2学时

6 第六章系

统评价

识记：能够知道系统评价的基本概念、基本

过程。

理解：能够说明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的区

别和联系。

运用：能够使用系统评价的步骤与方法撰写

系统评价。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理论2学时

7 第七章临

床实践中

的患者价

值观与患

者安全

识记：能够知道患者价值观与患者安全的概

念，患者参与决策模式

理解：能够说明医生和患者价值观的差异与

联系。

运用：能够在临床实践中正确引导患者价值

观。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理论2学时

8 第八章病 识记：能够知道病因和不良反应的基本概 课前预习 理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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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和不良

反应研究

证据的评

价和应用

念、研究证据真实性和结果重要性的评价原

则。

理解：能够说明病因学研究常用的设计方案

及其优缺点。

运用：能够使用病因和不良反应的研究证据

回单临床问题。

利用多媒体、

结合案例课

堂讲授。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实践操作为主要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强化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训练

证据检索技能和提高证据合成能力，讲练结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并充分利用多媒

体手段和真实案例，使教学内容更直观，更有趣，效果更好。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4.3 教材选编：

 李幼平，李静主编,《循证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4版。

 杨克虎主编，《循证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 年,第 3版。

 王吉耀，何耀主编，《循证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选聘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任教，使学生及早接触循证医学实践，使

得课堂授课理论联系实际；在实习、见习阶段充分发挥我校实践教学资源优势，为学生提

供充足的接触临床循证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执笔：罗盛

审核：郭洪伟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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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临床药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各专业的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见病的临床用药原则

和注意事项；培养学生对药物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做出科学评价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

床工作要求，它要以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遗传学、免疫学课程的学习为

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临床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知道：各系统常见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常用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

反应、用法与注意事项。

 领会：药物评价及合理用药、药物不良反应、药源性疾病、药物相互作用、疾病对

临床用药的影响、遗传药理学、时间药理学等基本知识；特殊人群用药：包括小儿

用药评价、围产期用药评价、老年人用药评价，掌握药物合理选择、合理使用的原

则、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常见疾病的治疗评价：包括抗肿瘤药物治疗评价，感染

性疾病药物治疗评价，心血管疾病和内分泌疾病的药物治疗评价。。

 应用：通过血药浓度监测，调整给药方案，安全有效的使用药物；监测上市后药物

不良反应，保障人民用药安全；通过医疗与会诊，合理使用药物，改善病人的治疗。

 分析：能够分析特殊人群和常见疾病患者用药是否合理、用药是否安全。

 综合：能够对特殊人群和常见疾病患者给出合理的临床用药方案。

2.2 技能目标：

 正确理解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用药注意事项。

 制定正确合理的给药措施。

 掌握常见病的临床用药原则和注意事项。

 评价常见疾病症状的药物治疗方案、进行用药咨询和用药指导，培养学生运用知识

的能力。

 具有学习和更新临床药理知识的能力及运用临床药理知识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临床用药，不断获取新的药物治疗知识。

 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通过实践，培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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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牢固的专业思想、正确的学习目标、良好的学习态度。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临床药理

学总论

识记：临床药理学发展概况、研究内容

及学科任务

理解：临床药动学的参数、临床药效学

的基本原理。

运用：应用药动学、药效学知识指导合

理用药。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理论 2 学

时

2 药物滥用

与药物依

赖性；

时辰药理

学与临床

合理用药

药物滥用与药物依赖性

1.药物滥用

识记：药物滥用的概念、方式及危害。

2.药物依赖性与形成的机制

理解：依赖性药物的分类及药物依赖性

形成的机制。

3.常见依赖性药物的分类与救治

识记：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他类。

时辰药理学与临床合理用药

1.概述

知道：时辰药理学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2.时辰药理学对药动学的影响

知道：机体节律性对药物吸收的影响；

机体昼夜节律性对药物分布、蛋白结合

的影响；机体节律性对药物代谢的影响；

机体昼夜节律性对药物排泄的影响；机

体节律性对重复多次给药时药动学的影

响。

理解：时辰药理学的重要性。

运用：能够运用时辰药理学的知识指导

临床用药。

3.时辰动力学对药效学的影响

知道：时辰药理学对药效学的影响。

理解：能够理解时辰药理学的重要性。

运用：能够运用时辰药理学的知识指导

临床用药。

4.时辰药理学的临床应用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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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各个系统与时辰药理学之间的关

系。

理解：能够理解时辰药理学的重要性。

运用：能够运用时辰药理学的知识指导

临床用药。

3 老年人用

药；

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

与药物警

戒

老年人用药

1.概述

知道：老年人的特殊性

2.老年人生理、生化功能的变化

知道：老年人各个系统的变化。

理解：因老年人身体机能的变化用药方

式也要随之变化。

运用：依据老年人生理生化功能变化合

理使用药物。

3.老年人药动学与药效学特点

知道：老年人的药动学特点；老年人的

药效学特点

理解：老年人用药的特殊性，以便给出

合理的治疗方案。

运用：依据老年的特点制定适宜的给药

方案。

4.老年人安全合理用药对策

知道：用药的一般原则；选药原则。

理解：老年人选药的重要性。

运用：依据老年的特点制定适宜的给药

方案。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与药物警戒

1.药品不良反应的定义和分类

知道：药品不良反应的定义；药品不良

反应的分类；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

理解：不良反应的危害。

运用：依据不良反应的特点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

2.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方法和报告系统

知道：不良反应的监测方法；不良反应

监测报告系统；不良反应报告程序；不

良反应报告范围。

理解：如何进行不良反应监测及如何及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理论 2 学

时



468

时上报。

运用：对新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做出科

学评价；安全有效的使用药物；监测上

市后药物的不良反应。

3.药品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定依据及评

定方法

知道：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定依据；不

良反应因果关系评定方法

理解：如何有效的判断不良反应并对其

进行评定。

运用：安全有效的使用药物；监测上市

后药物的不良反应。

4.药品不良反应与药源性疾病

知道：药源性疾病的分类；诱发药源性

疾病的因素；药源性疾病的防治。

理解：药源性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区别；

防治药源性疾病的重要性。

运用：安全有效的使用药物；监测上市

后药物的药源性疾病。

5.药物警戒

知道：药物警戒的定义及意义。

理解：药物警戒的重要性。

运用：为全面、系统及科学使用药物奠

定基础。

6.药物流行病学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

的作用

知道：药物流行病学的定义；药物流行

病学的主要任务；药物流行病学的主要

研究方法及应用。

理解：流行病学对药物的研究、实施监

测及防止不良反应方面的重要性。

运用：可以采用不同方法对药物加强监管。

4 妊娠期和

哺乳期妇

女用药；

新生儿及

儿童用药

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用药

识记：妊娠期母体及胎儿体内的药动学

特点；胎盘对药物转运及生物转化的影

响。

理解：药物对胎儿的影响及危险度分级

等。新生儿、婴幼儿、学龄前期、学龄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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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青春期的用药特点。

运用：能够根据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用

药注意事项合理选择药物。能够根据新

生儿和儿童的用药特点，合理选择用药。

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5 不同病理

状态临床

合理用药；

药物相互

作用

识记：药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

影响。

理解：药物的药效学相互作用、药物的

药动学的相互作用。

运用：不同病理状态临床合理用药的特

点及药物相互作用的知识，合理选择治

疗药物。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理论 2 学

时

6 抗菌药物

的临床合

理应用

1.抗菌药物概述

识记：抗菌药物分类、作用机制及不良

反应。

2.抗菌药物的药动学及药效学

理解：抗菌药物药动学、药效学、PK\PD

及给药方案制定。

3.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理解：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基本原则、

应用、联合应用及其在特殊人群的应用。

4.针对特异病原的抗菌治疗

运用：细菌性脑膜炎、社区获得性肺炎、

医院获得性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

发作、血流感染、感染性心内膜炎及腹

膜炎的抗菌治疗。

学生互动讨论

具体病例，启

发学生主动思

考。

理论 2 学

时

7 药物经济

学基础

识记：药物经济学的概念、药品定价原

则等。

理解：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评价步骤

等。

8 心血管系

统疾病的

临床用药

识记：抗心力衰竭药物的分类、常用药

物及治疗原则；抗高血压药物的分类及

常用药物、应用原则及联合应用；抗动

脉粥样硬化药的分类及代表药。

理解：上述各类药物的作用机制。

运用：根据理论知识、结合患者具体病

学生互动讨论

具体病例，启

发学生主动思

考。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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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合理选择治疗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

物。

9 呼吸系统

疾病的临

床用药

识记：镇咳药、祛痰药、平喘药、抗哮

喘药的分类及代表药。

理解：上述各类药物的作用机制。

运用：结合患者具体病情，能够合理选

择治疗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理论 2 学

时

10 消化系统

疾病的临

床用药

识记：消化性溃疡、胃食管反流、炎症

性肠病、肝炎、胰腺炎等的治疗药物种

类及代表药。

理解：上述各类药物的作用机制。

运用：结合患者具体病情，能够合理选

择治疗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理论 2 学

时

11 神经系统

疾病的临

床用药

识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栓塞、脑

出血、癫痫、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

的治疗药物种类及代表药。

理解：上述各类药物的作用机制。

运用：结合患者具体病情，能够合理选

择治疗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理论 2 学

时

12

休克的临

床用药

识记：休克的病因、分类及病理生理，

常用抗休克药物。

理解：上述各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休克

治疗和用药的原则。

运用：能够结合患者休克类型及分期等，

选择合理的药物治疗方案。

课前预习，运

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结合

具体的用药实

例启发式教

学、PBL 教学，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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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互动讨

论具体病例，

启发学生主动

思考。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和临床见习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病例教学和专题讲

座形式，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

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内科学的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占 50%。

4.3 教材选编：

 李俊主编，《临床药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6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药理学于 2006 年被评为山东省精品课程，临床药理学 2013 年被评为潍坊医学院精品课

程，我们每年对课件、教案、习题等教学资源进行更新、充实、完善。

执笔：方辉

审核：李承德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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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标准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全科医学教育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中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

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教育，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需

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系统全科医学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工作能力

的专门人才。通过学习该课程，使中医学生了解全科医学的应用价值，进而树立从事全科医

学工作的信念。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应用全科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方法，在全科医疗服务技能的基础上，发展学生

对本学科的兴趣。

 领会医患沟通、团队合作、个体化健康教育、社区预防保健及健康信息管理方面。

 应用常见健康问题的全科医学处理。

2.2 技能目标：

 应用全科医疗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全科医师的临床思维方式和诊疗策略。

 领会生命周期保健和临床预防的原则。

 领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病人管理与教育。

 知道生物医学模式的优势与缺陷、全科医疗中的成本效益原则及其与医疗保险的接

轨。

2.3 素质目标：

 培养全科医学诊治的临床思维方法，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激发学生专业的学习兴趣，培养热爱专业、不断进取、刻苦学习的精神。

 树立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乐于奉献的思想理念，培养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素质。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全科医

学概述

教学内容：

1.全科医学的产生与发展

2.全科医学、全科医生和全科医疗

3.全科医学教育

4.整合医学与全科医学的关系

教学要求：

1.应用：全科医学、全科医疗、全科

医生的定义。

2.领会：全科医疗的服务内容，全科

配合历史变迁记

录、生活中常见症

进行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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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职责与素质要求，全科医疗与

专科医疗及其他专科医学的关系及

区别。

3.知道：全科医学起源及全科医学理

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史。

2 第二章全科医

学的基本原则

和人文精神

教学内容：

1.全科医学的基本原则

2.全科医学的人文精神

教学要求：

1.应用：全科医学的基本原则、全科

医生工作的人文精神。

2.领会：全科医学基本特点。

3.知道：全科医学与其他医学学科不

同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配合图示、利用教

学课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

媒体、板书、模型

理论

2学时

3 第三章以人

为中心的健

康照顾

教学内容：

1.病人与疾病-两个不同的关注

中心

2.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照顾

3.健康信念模式与健康照顾

教学要求：

1.应用：全科医生应诊中的 4项

主要任务，掌握健康的概念。

2.领会：以患者为中心的接诊模

式，全科医疗的问诊方式。

3.知道：医生的关注中心，以疾

病为中心及以人为中心的差异，

健康概念模式与健康照顾。

引入实践案例、

配合图示、利用

教学课件详细

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模型

理论

1学时

4 第四章以家

庭为单位的

健康教育

教学内容：

1.家庭

2.家庭资源与家庭危机

3.家庭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

4.家庭评估

4.家庭照顾

教学要求：

1.应用：家庭的定义，家庭类型、

结构，家庭访视适应范围及种

类。

配合图示、辅以

实际工作案例、

利用教学课件

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模型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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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家庭对健康和疾病的影

响。家庭照顾的三级预防。

3.知道：家庭治疗，临终关怀。

5 第五章以社

区为范围的

健康照顾

教学内容：

1.社区医学

2.影响社区人群健康的因素

3.社区诊断

教学要求：

1.应用：社区医学概念，以社区

为导向的基层医疗，社区诊断的

概念、目的、步骤、实际意义。

2.领会：社区概念、类型、要素，

影响社区人群健康的因素，社区

调查的步骤、计划。

3.知道：社区的史源与概念及发

展社区医学的深远意义。

配合图示、利用

教学课件详细

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模型

理论

1学时

6 第六章以预

防为先导的

健康照顾

教学内容：

1.概述

2.临床预防医学服务

3.以预防为先导的社区居民自

我保健

教学要求：

1.应用：全科医生提供预防服务

的优势和策略，临床预防医学的

一般原则、意义、服务的内容与

方法。

2.领会：以预防为先导的社区居

民自我保健的内容与方法。

3.知道：全科医生的预防医学概

念、社区居民自我保健的组织与

管理。

配合历史变迁

记录、生活中常

见症进行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模型

理论

1学时

7 第七章健康管

理与健康风险

评估

教学内容：

1.健康管理；

2.健康风险评估

3.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4.健康管理与健康风险评估的应

用与发展趋势

教学要求：

应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板书教学

为辅，应用启发性

教学方法。

运用双语，注重与

学生互动，启发学

生主动思考。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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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健康管理的概念与内涵、策

略、基本步骤；

2.了解健康管理的工作模式；

3.领会健康危险评估方法及其应

用；

4.知道多层次健康管理的新特点；

5.知道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和特

点；

6.知道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定

义。

雨课堂进行随堂

小测验。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

8 第八章全科医

学的科学研究

教学内容：

1.全科医学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步

骤和程序；

2.全科医学的科学研究的伦理问

题；

3.基于循证医学的全科医学实践。

教学要求：

1.知道全科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

步骤和程序；

2.领会科研设计的内容与方法；

3.知道全科医学科学研究中的伦

理原则；

4.领会运用循证全科医疗的实践

步骤。

应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板书教学

为辅，应用启发性

教学方法。

运用双语，注重与

学生互动，启发学

生主动思考。

雨课堂进行随堂

小测验。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

理论

1学时

9 第九章全科医

生的临床诊疗

思维

教学内容：

1.临床诊断思维；

2.全科医疗常见健康问题及其特

点；

3.常用的临床诊断思维方法；

4.全科医疗中的临床诊断思维原

则；

5.诊断思维三阶段模型。

教学要求：

1.领会临床诊断思维的概念；

2.知道全科医疗常见健康问题及

其特点；

3.理解常用的临床诊断思维方法；

4.知道全科医疗中的临床诊断思

应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板书教学

为辅，应用启发性

教学方法。

运用双语，注重与

学生互动，启发学

生主动思考。

雨课堂进行随堂

小测验。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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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原则；

5.应用诊断思维三阶段模型进行

全科健康问题的诊断。

10 第十章全科医

学中的医患关

系与沟通

教学内容：

1.医患关系；

2.全科医学中的医患关系及其特

征；

3.良好医患关系建立的途径；

4.医患沟通的技巧。

教学要求：

1.知道医患关系与医患沟通的概

念及沟通的原则；

2.领会全科医学中的医患关系及

其特征；

3.知道良好医患关系建立的途径；

4.知道医患沟通有哪些语言技巧

和非语言技巧。

应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板书教学

为辅，应用启发性

教学方法。

运用双语，注重与

学生互动，启发学

生主动思考。

雨课堂进行随堂

小测验。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

理论

1学时

11 第十一章高血

压的全科医学

处理

教学内容：

1.高血压与高血压病的关系；

2.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与分级分

层标准；

3.高血压的全科医学管理。

教学要求：

1.知道高血压的定义；

2.知道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与分

级分层标准；

3.领会高血压的全科医学处理重

点；

4.领会高血压的全科医学处理主

要内容；

5.知道全科医生诊疗与管理高血

压的关键点。

应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板书教学

为辅，应用启发性

教学方法。

运用双语，注重与

学生互动，启发学

生主动思考。

雨课堂进行随堂

小测验。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

理论

1学时

12 第十二章冠心

病的全科医学

处理

教学内容：

1.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与危险因素；

2.冠心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策略；

3.冠心病患者的社区健康管理。

教学要求：

1.知道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诊断及

应用计算机多媒

体授课，板书教学

为辅，应用临床实

例教学方法。

运用双语，注重与

学生互动，启发学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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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策略；

2.知道冠心病的治疗，了解冠心病

的流行病学特征；

3.领会冠心病患者双向转诊的适

应证；

4.运用所学在社区开展三级预防、

对冠心病病人进行健康管理。

生主动思考。

雨课堂进行随堂

小测验。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

13 第十三章脑卒

中的全科医学

处理

教学内容：

第 1 节概述

第 2 节脑卒中的临床表现

第 3 节脑卒中的诊断与治疗

第 1 节 脑卒中急性期的社区处理

脑卒中预防及社区照顾

教学要求：

1.运用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常见临床

表现，急性期社区处理方法，恢复期

康复原则以及三级预防策略。

2.理解常见卒中类型的诊断、鉴别诊

断、治疗原则，卒中后并发症及处理。

3.知道脑卒中的流行病学情况。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及 CAI

演示法。教学应充

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

多媒体及形体语

言等教学手段，结

合临床典型病案

分析，加深学生对

临床疾病问题的

理解。

理论

1学时

14 第十四章糖尿

病的全科医学

处理

教学内容：

第 1 节 糖尿病的概述

第 2 节 糖尿病的临床表现

第 3 节 糖尿病的诊断与治疗

第 4 节 基层管理

教学要求：

1.运用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常见临床

表现，社区筛查的意义，一级预防的

内容。

2.理解常见糖尿病类型的诊断、鉴别

诊断、治疗原则，糖尿病并发症及处

理。

3.知道糖尿病的转诊指征。

教学方法：启发式

——讲授法与谈

话法相结合，理论

联系实际——病

例举例法及 CAI

演示法。教学应充

分利用教材、图

表、图片、视频、

多媒体及形体语

言等教学手段，结

合临床典型病案

分析，加深学生对

临床疾病问题的

理解。

理论

1学时

4.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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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采用启发式、互动式、病例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

理论授课，教师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方式，图文并茂，病例录像清晰，配合教师讲

解，使同学们既有感性认识，又从理论知识方面得到提高。增加英语教学，使同学们既学习

了专业知识，又从专业外语方面得到很大的提高。

自主性学习：自主性学习是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特别提倡学生需要加强自学。在学生

自学的时候，教师可通过电子信箱、电话、面谈等方式给以适当辅导，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困

难。在 PBL 教学中显示出大部分学生具有相当强的自学能力。

 广泛应用多媒体等多种教育技术手段来增强教学效果。

不断引入现代教育技术，加强教室和实验室硬件建设，拓宽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为学生

的自主学习提供最优化的环境，尽量使任何学生、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实现自己的学

习需求。

电化教学：教室及病房示教室全部具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包括各种音像及计算机投影、幻

灯等；临床技能训练中心设备先进；图书馆、教学楼电子教室向同学开放，同学可通过网络

查找资料，与教师相互沟通，形成课外的教学互动。

充分利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教学手段，使一些神经科典型病例形象、直观的呈现在学

生面前，发挥计算机应用技术在神经病学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发挥网络教学的优势：目前有关神经病学教学大纲、教案、录像、习题集、课件、教案、

实验课教学大纲、实验指导等材料、部分主讲教师的讲课录像、参考资料及相关网址等资料

均已上网；创建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网上教学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对神经病学学习积极

性的调动，有利于学生的素质教育、个别化教育。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勤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期末考试以闭卷形式进行，体型为选择题约占 50%（单选占 30%、多选占 10%）、名词解释

约占 15%、简答题约占 15%，应用性试题约占 10%，共 100 分。

4.3 教材选编：

 祝墡珠主编，《全科医学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5版。

 杨秉辉、祝墡珠主编，《全科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Taylor,R.B.李慎廉译，《全科医学实习教程》，华夏出版社，2000。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授课教室及病房示教室全部具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包括各种音像及计算机投影，

拥有先进的临床模拟系统。

 我院的教学设备先进，教室全部具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包括各种音像及计算机投

影、幻灯等。

 为促进同学主动学习，授课老师为同学提供有关参考书和相关网址，鼓励学生通

过网络查找参考文献。



479

 教学楼电子教室向同学开放，同学可通过网络查找资料，与教师相互沟通，形成

课外的教学互动。

执笔：隋雪琴

审核：郑世良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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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患沟通与技巧》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医患沟通是一门融和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律、社会语言学与中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特定临

床实践性课程。主要任务是研究医患关系本质、探讨构筑和谐关系的语言与非语言技巧，

并帮助医学生在临床中予以实际应用，为提高自身中医学素质、为全面提升医院服务水

平、最终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谐而作出应有的贡献。培养医学生产生医学人文情怀，

掌握必备的人文医学知识和较强的医患交流沟通能力，获得医疗服务中各科的医患沟通

临床经验。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领会现代人文精神,新观念和新思想。

 应用医患沟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

 应用医患沟通的原则,策略及模式和各种应用技能。

 应用中医学各学科医患沟通的知识与经验要点。

2.2 技能目标：

 领会医患沟通中口头语言、肢体语言的沟通。

 应用医疗过程中沟通重点内容及交流忌语。

 领会医患交友的意义方法,了解媒体在沟通中的作用。

2.3 素质目标：

 通过医学人文理论知识与临床医疗实践相融合,达到人文医学的实际应用。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该学科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临床医患沟通能力。

 培养好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情怀,获得医疗服务中各科的医患沟通临床经验。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 医患沟通导论

领会:医患沟通的初

步认识

结合图片、录像资料，充分利用多

媒体的优势，增加对医患沟通的初

步认识。

理论 2 学

时

2 第二章 医患沟通基础

知道:医患沟通的伦

理学、心理学、法律

学基础

1课堂多媒体课件讲授,联系相关学

科理论进行讲解,使学生对医患沟

通的伦理学、心理学、法律学基础

能够掌握;

2 同时结合实例进行问题讨论;

3 第三章 医患沟通原理

知道:医患沟通的意

1多媒体课件讲授,重点掌握医患沟

通的意义、机制表达、沟通策略;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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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机制表达、沟通

策略

2结合现代医疗体制进行实例讲解,

分析沟通的障碍,同时让学生进行

简单沟通的模拟,加深学习效果;

4 第四章 医患沟通技能与实施

应用:医患沟通技能

与路径

1 多媒体课件讲授医患沟通的各种

技能、医患沟通的机制;

2 结合沟通技能进行实例讲解、各

种环境的沟通方法,重点说明医学

生医患沟通的环境、沟通的初步应

用、医患矛盾出现的因素,让学生分

组进行沟通技能训练

理论 2 学

时

5 第五章 门诊和急诊医患沟通

应用:门诊和急诊医

患沟通技能

1 由门诊及急诊科室医护人员先讲

解科室、患者、常见疾病的特点;

2 分组进行门诊,急诊导医实践,课

后进行总结分析;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6 第六章 内科医患沟通

应用:内科医患沟通

技能

1分组进入各内科科室,带教医护人

员先讲解科室、患者、常见疾病的

特点;

2分组进行疾病问诊,诊治经过的沟

通实践,结合讲课中的技能进行应

用分析;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7 第七章 外科医患沟通

应用:外科医患沟通

技能

1分组进入各外科科室,带教医护人

员先讲解科室、患者、常见疾病的

特点;

2分组进行外科疾病问诊,手术术前

的沟通实践,结合讲课中的技能进

行应用分析;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8 第八章 妇产科医患沟通

应用:妇产科医患沟

通

技能

1分组进入妇产科,带教医护人员先

讲解科室、患者、常见疾病的特点;

2分组进行疾病问诊,诊治经过中患

者隐私的保护等进行沟通实践,结

合讲课中的专科技能进行应用总

结;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9 第九章 儿科医患沟通

应用:儿科医患沟通

技能

1分组进入儿科,带教医护人员先讲

解科室、患者、常见疾病的特点;

2分组进行儿科疾病问诊,重点与患

儿父母进行沟通实践,结合讲课中

儿科技能进行分析;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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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十章 全科医学医患沟通

应用:全科医学医患

沟通技能

1 进入保健科、康复科、带教医护

人员先讲解科室、患者、常见疾病

的特点;

2分组进行全科医学疾病问诊,诊治

经过的沟通实践,结合讲课中的技

能进行老年疾病沟通实践;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11 第十一章 中医医患沟通

应用:中医医患沟通

技能

中医病例讨论及病房陪护实践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12 第十二章 其他科室(肿瘤/眼科

/口腔等)医患沟通

应用:其他科室(肿瘤

/眼科/口腔等)医患

沟通

技能

1分组进入各相关科室,带教医护人

员先讲解科室、患者、常见疾病的

特点;

2分组进行重点疾病问诊,诊治经过

的沟通实践,结合讲课中的技能进

行应用分析;

课堂案例

模拟讨论

2学时

13 第十三章 医患纠纷与医患沟通

应用:医患纠纷与医

患沟通技能

进行各种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总

结医患沟通的经验教训

理论 2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医患沟通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方法上应注重开放性，提高学生在教学中的

参与主体性。本课程主要通过理论讲授与幻灯与录像观摩，结合情景模拟练习，使医学生从

临床学习阶段起，就深刻认识到医患沟通的必要性，领会并应用医患沟通基本技巧，从而为

其今后医学生涯中运用良好的临床诊疗技术为病人提供优良的医疗服务。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30%，单元测试 2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王锦帆，尹梅主编,《医患沟通》，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2版。

执笔：李 振

审核：张 勇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08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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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社会心理学》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个体和群体与社会交

互作用过程中的社会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培养学生分析社会心理现象和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

能力；使学生能利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知识服务于中医学工作。

2.课程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及个体在社会情景中的心

理和行为规律，形成一定的课程实践能力，为学生综合运用心理学专业知识技能服务于中医

学工作奠定基础。

2.1 知识目标：

 识别各层次的社会心理学现象，记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领会社会心理发展、社会认知、社会互动和社会影响的基本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应用社会心理学理论与知识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心理现象。

 分析与比较各种社会心理现象，总结出相应的适应现实社会的规律。

 综合所学社会心理学知识，提出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建议，或撰写社会心理学论文。

 评价所学社会心理学理论与知识，为解决中医学实践中遇到的心理问题提供解决思

路。

2.2 技能目标：

 结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知识解释社会心理现象。

 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测查个体或群体的态度及其他心理状况。

 运用社会心理学相关知识分析社会问题的成因、个体心理问题的成因，并且提出解

决方案或方法。

 运用所学社会心理学理论知识完善自我，适应社会。

 提高学生反思和批判性能力。

2.3 素质目标：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具有崇高的医德精神。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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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心理

及其发展

识记：能够回忆社会心理学的

定义、研究范围及具体研究方

法。

理解：能够比较各层次社会心

理现象。

运用：能够运用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分析解决社会心理现

象。

1.利用讨论法探

讨改革开放后国

民的心态发生了

哪些变化？

2.采用文献法等

收集有关社会心

理学的资料，讲

授关于社会心理

学基本的概念和

内容。

3.采用读书指导

法等了解社会心

理学的发展历

程。

4.引导学生要对

社会现象和事件

保持积极健康的

心态，不信讹，

不传讹，增加对

政府的信任，通

过正常的渠道和

正当的手段解决

纷争和问题，构

建和谐社会。

理论 2 学

时

2 社会化

识记：能够回忆社会化、社会

角色的定义。

理解：能够分析社会化的因素，

性别角色的差异及成因。

运用：能够运用社会化解释一

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

1.利用讨论法探

讨家庭教育对个

体社会化的影

响。

2.利用钟南山、

李兰娟等英雄人

物的角色引导、

榜样学习，引导

学生形成奉献社

会和人民的精

神。

理论 2 学

时

3
态度及其

测量

识记：能够回忆态度的概念，

态度的构成要素，态度的维度。

理解：能够分析态度形成的影

1.利用讨论法探

讨态度决定一切

的含义。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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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

应用：能够运用态度的测量方

法测量人们的态度。

2.引导学生对抗

疫英雄的学习转

化为树立牢固的

专业态度、严谨

的学习态度和奉

献社会的态度。

4 社会知觉

识记：能够知道社会知觉和内

隐社会认知的概念、社会知觉

偏差及印象管理模式。

理解：能够归纳印象管理策略。

运用：能够建立和评价自己的

印象管理策略。

1.利用讨论法探

讨看人会看走眼

背后的社会心理

学效应。

2.利用讨论法探

讨如何利用印象

管理策略提高交

往技巧。

理论 2 学

时

5
刻板印象

与归因

识记：能够回忆刻板印象的概

念和具体表现。

理解：能够分析偏见和歧视的

成因。

应用：能够应用刻板印象的克

服方法。

1.利用讨论法探

讨如何归结一个

人的行为原因？

2.引导学生避免

性别歧视、地域

偏见和文化歧

视，倡导男女平

等，文化自信。

理论 2 学

时

6 自我概念

识记：能够回忆自我概念的定

义和功能。

理解：能够说明自我概念的相

关理论。

应用：能够应用自尊的测量和

提高自尊的方法。

1.采用读书指导

法等了解不同的

自我概念理论。

2.利用讨论法探

讨完善自我，提

高自我，塑造自

尊自信的品格。

理论 2 学

时

7 沟通

识记：能够回忆沟通的概念和

类型，沟通的条件和过程，身

体语言的特点。

理解：能够说明沟通的障碍。

应用：能够应用沟通方法改善

沟通。

1.利用讨论法探

讨如何实现与人

的沟通？

2.采用读书指导

法了解沟通的过

程和分类。

3.采用讨论法探

讨非语言沟通。

理论 2 学

时

8 人际吸引 识记：能够回忆人际吸引的规 1.利用讨论法探 理论 2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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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人际吸引的心理基础。

理解：能够说明爱情的三角理

论。

应用：能够应用人际吸引的规

则结识更多的人。

讨人际吸引的规

则。

2.采用读书指导

法了解人际吸引

的心理基础。

3.通过人际吸引

形成健康积极的

大学生同辈群

体，传递奋勇争

先、大胆探索、

追求进步、自强

不息、锐意进取、

公平正义、敢于

奉献的时代精

神。

时

9 人际关系

识记：能够陈述人际关系的建

立，人际关系的原则。

理解：能够归纳人际关系的改

善方法。

应用：能够应用人际关系的测

量。

1.采用读书指导

法了解人际关系

的深度和原则。

2.利用讨论法探

讨如何与人建立

和保持良好的人

际关系。

3.平等、真诚、

交互和功利是社

会主义公民道德

建设纲要的内

容。使学生形成

人人平等、诚实

守信、相亲相爱、

重义轻利的人际

关系。

理论 2 学

时

10 助人行为

识记：能够回忆助人行为、利

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概念，

旁观者效应。

理解：能够归纳助人行为的影

响因素。

应用：能够解决提高助人行为

的策略。

1.采用读书指导

法了解助人行为

的原因。

2.利用讨论法探

讨如何提高助人

行为？

3.引导学生明确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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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和使命

感，学习抗疫英

雄，做到见义勇

为。

11 侵犯行为

识记：能够回忆侵犯行为的定

义和种类。

理解：能够说明侵犯理论和归

纳影响侵犯行为的因素。

应用：能够解决侵犯行为的预

防和控制问题

1.利用讨论法探

讨侵犯行为的影

响因素

2.利用讨论法探

讨预防和控制侵

犯行为的有效途

径有哪些？

理论 2 学

时

12
从众、依

从和服从

识记:能够陈述从众的概念；从

众的类型；米尔格拉姆的权威-

服从实验。

理解:能够归纳影响服从的因

素。

应用：能够应用依从的诱导策

略。

1.利用讨论法探

讨从众依从和服

从的原因。

2.利用讨论法探

讨分析服从的两

面性。

理论 2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提倡主动、探究、合作的教学方法，采用对分课堂和翻转课堂，以学生

自主学习、教师精讲辅导、问题探究、合作互助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力求在教学中启发引

导、生动活泼。本课程注重应用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联

系实际的学风，既要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教学，也要从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

出发，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分析自己身边的问题，使学生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在

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要注意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培养，加强教学的教育性，要指导学

生阅读有关的教学参考资料，以开阔视野。

4.2 评价方法：

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 20%，单元测试成绩占 30%，

课堂测试成绩占 50%。

4.3 教材选编：

金盛华主编《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3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师资条件：具备讲师及以上职称，具有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掌握社会心理学教

学的最新教学动态，有丰富教学工作经验的教师。

 教学资源：本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学校教室各种设备完善，教学过程

中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

执笔：李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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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宋玉萍

王艳郁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0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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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专业英语》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专业英语的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的专业英语阅读能力和交际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工作要求，它要以《大学

英语-1》、《大学英语-2》、《大学英语-3》、《大学英语-4》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

一步学习《专业英语-2》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为后续课程《专业英语-2》奠定基础，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培养国际视野宽、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职业素养高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2.1 知识目标：

 知道专业英语构词特点和规律。

 领会专业英语文体特征和语言特征。

 应用专业英语知识解决实际医学问题。

 分析基础医学知识，包括结构和功能等。

 综合医学知识，拓宽人文、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知识。

 评价专业英语词汇的掌握和阅读理解及语言运用能力。

2.2 技能目标：

 具有较强的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

 具有应用专业英语在医学领域内进行沟通交际的能力。

2.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使用专业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综合素质，塑造学生人类健康共同体的价值

理念。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Unit1

SkeletonandMuscl

es

1.知道：骨骼和肌肉的基

本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分析：骨骼的功能、类

型，肌肉的三种主要类

型。

4.综合：骨骼的再生。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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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价：骨骼和肌肉的语

篇结构。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民族脊梁，责

任担当。

2 Unit2

TheDigestiveSyste

mandHowItWorks

1.知道：消化系统的基本

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消化系统的运行

机制。

4.分析：消化系统的结

构、功能。

5.评价：消化系统的语篇

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幽门螺杆菌的

发现，科学奉献

精神。

理论 2 学时

3 Unit3

TheRespiratorySys

tem

1.知道：呼吸系统的基本

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呼吸系统的运行

机制。

4.分析：呼吸系统的结

构、功能。

5.评价：呼吸系统的语篇

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抗击疫情，医

者仁心。

理论 2 学时

4 Unit4

TheHeart

1.知道：心脏的基本词

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心脏的运行机

制。

4.分析：心脏的结构、功

能。

5.评价：心脏的语篇结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理论 2 学时



491

构。 课堂演讲。

5.无偿献血，奉

献精神。

5 Unit5

TheFormationofUr

ine

1.知道：尿的形成的基本

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分析：肾的结构及功

能。

4.综合：尿的形成的三个

过程。

5.评价：尿的形成的语篇

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肾脏移植，器

官捐献。

理论 2 学时

6 Unit6

FemaleReproducti

veSystem

1.知道：女性生殖系统的

基本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女性生殖系统的

运行机制。

4.分析：女性生殖系统的

结构、功能。

5.评价：女性生殖系统的

语篇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珍惜生命，人

文关怀。

理论 2 学时

7 Unit7

BrainStructuresand

TheirFunctions

1.知道：大脑的基本词

汇。

2.理解：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大脑的运行机

制。

4.分析：大脑的结构、功

能。

5.评价：大脑的语篇结

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霍金，坚韧不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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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8 Unit8

OverviewofEndocr

ineSystem

1.知道：内分泌系统的基

本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内分泌系统的运

行机制。

4.分析：内分泌系统的结

构、功能。

5.评价：内分泌系统的语

篇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胰岛素的发

现，科研精神。

理论 2 学时

9 Unit9

IntroductiontoVita

mins

1.知道：维生素的基本词

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分析：维生素的功能、

分类。

4.评价：维生素的语篇结

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营养均衡，健

康中国。

理论 2 学时

10 Unit10

Protein

Metabolism

1.知道：蛋白质代谢的基

本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分析：蛋白质的主要功

能和不同分类。

4.评价：蛋白质代谢的语

篇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蛋白质互补，

团结协作。

理论 2 学时

11 Unit11 1.知道：内稳态的基本词 1.课前预习，熟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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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ostasis 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内稳态的运行机

制。

4.分析：内稳态的功能。

5.评价：内稳态的语篇结

构。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保持平衡，关

注健康。

12 Unit12

TheImmuneSyste

m

1.知道：免疫系统的基本

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免疫系统的运行

机制。

4.分析：免疫系统的结

构、功能。

5.评价：免疫系统的语篇

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疫苗捐献，人

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 2 学时

13 Unit13

Cells

1.知道：细胞的基本词

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应用：细胞的运行机

制。

4.分析：细胞的分类、功

能。

5.评价：细胞的语篇结

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家庭和睦，社

会稳定。

理论 2 学时

14 Unit14

GeneticsofCancer

1.知道：癌症遗传学的基

本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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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3.应用：原癌基因、肿瘤

抑制基因，DNA 修复基因

的运行机制。

4.分析：原癌基因、肿瘤

抑制基因，DNA 修复基因

的功能。

5.评价：癌症遗传学的语

篇结构。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肿瘤筛查，人

文关怀。

15 Unit15Introduction

toEpidemiology

1.知道：流行病学的基本

词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综合：流行病学的概

念、方法和意义。

4.评价：流行病学的语篇

结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抗击疫情，众

志成城。

理论 2 学时

16 Unit16

TheSpecialtiesofPa

thology

1.知道：病理学的基本词

汇。

2.领会：短语、长难句结

构。

3.综合：病理学的概念、

方法和意义。

4.评价：病理学的语篇结

构。

1.课前预习，熟

读单词。

2.阅读课文，了

解篇章结构。

3.课堂讲授，以

任务为导向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4.布置演讲题

目，分小组进行

课堂演讲。

5.病理分析，爱

岗敬业。

理论 2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采用任务型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为主的教学方法，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根据该课程的性质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扩展学生的医学术语，强化学生快速

获取医学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对医学英语文体特征和语言特征的认识、训练学生的语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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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4.2 评价方法：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40%，单元测试占 1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付有龙、李宪美、李伟主编，《新时代大学英语基础医学英语教程》，复旦大学出

版社，2020 年 8 月，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将开发网络版教学资料和教学视频，建立《专业英语-1》的网络教学平台，作为

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

执笔：李宪美

审核：尹晓琴

付有龙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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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医学影像学》课程标准

学时：48

学分：2.7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中医学方向、公费医学生）、麻醉学、口腔医学、临床药学、中医学、

智能医学工程的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各个系统常见疾病的影像诊断

要点，熟悉 X线、CT、DSA、超声和 MRI 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及临床应用，为将来临床工作

奠定基础。介入放射学部分能够让学生初步掌握各种介入治疗的方法，为进一步临床实践拓

展知识面。它要以人体解剖学、影像断面解剖学、检体诊断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

步学习内科学、外科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熟悉 X 线、CT、DSA、超声和 MRI 基本方法，能够针对

不同系统疾病和不同检查目标优选医学影像学检查方法，掌握各个系统常见疾病的影像诊断

要点，在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强化学生临床影像思维训练和创新

意识培养。

2.1 知识目标：

·知道各种成像方法的基本原理，理解常用检查技术和临床应用，形成 X线、CT、DSA、

超声和 MRI 临床影像诊断的基本概念

·理解不同系统疾病各种影像检查方法的优劣、适应范围、临床价值与应用限制，并正

确选择应用。

·综合各个系统基本病变的影像学特征、常见疾病典型影像学表现和诊断要点，分析疾

病影像学鉴别诊断。

·运用介入放射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分析 TACE 栓塞剂种类及临床应用，知道 PTA

的基本概念及技术方法。

2.2 技能目标：

·知道医学影像学治疗设备分类和熟悉医学影像学诊断设备分类，领会各种影像学设备

的图像特点和图像解读流程。

·分析各个系统常见疾病的影像学表现，能够利用理论知识对常见疾病进行影像学描述，

结合临床、病理生理知识理解影像学表现的内涵。

·能够针对不同系统疾病和不同检查目标优选医学影像学检查方法。

·分析介入治疗适应症、禁忌症，能够领会各种介入治疗的流程，结合临床知识进行介

入治疗技术的选择。

2.3 素质目标：

·根据培养目标合理制定，精炼教学内容，通过启发式、交互式等多元化教学方法，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在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强化学生临床影像思维训练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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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培养。

·鼓励学生参加影像科室的影像诊断和治疗的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创

新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3.课程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总论 教学内容：

1.X 线、CT 和 MRI 成像基本原理、

概念、检查技术、图像特点和临床

应用。

2.X 线、CT 及 MRI 诊断的优劣，适

用范围、价值及各自的限制。

3.DR 成像的基本原理，了解 DR 的

临床应用、PACS 的基本原理与结构

及临床应用。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 X 线、CT、MRI 成

像的基本原理，知道 PACS 与 RIS 基

本原理。

理解：能够理解 X线、CT 图像特点

和常用检查技术，理解 MRI、超声

检查技术和图像特点。

运用：能够运用 X线、CT、MRI、超

声成像的基本原理和检查技术，分

析各影像检查的方法的优劣、适应

范围、价值与限制，并正确选择应

用。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在实践课上对授课

内容一一说明及解

释。

3.解答学生的疑问并

让学生观摩检查和体

验 PACS

理论 3 学

时

2 中枢神经

系统

教学内容：

1.中枢神经系统正常影像表现；颅

脑和椎管基本病变影像表现。

2.颅内常见肿瘤影像表现、脑血管

疾病的影像表现、颅脑感染和脱髓

鞘病变影像表现。

3.椎管脊髓常见病变影像学表现。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中枢神经系统影像

学检查方法，头颅正常影像表现，

常见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 CT、MRI

表现。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 PACS

病例进行模拟影像诊

断

3.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4.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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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理解中枢神经系统基本

病变影像表现及病理学基础。

运用：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进行中

枢神经系统常见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及鉴别诊断。

3 头颈部

教学内容：

1.头颈部结构的断面解剖学特点及

断层影像学表现

2.头颈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3.眼及眼眶、鼻和鼻窦、口腔颌面

部、咽部、喉部、颈部常见疾病的

影像学诊断

教学要求：

识记：正常及异常的 X 线、CT、MRI

检查方法及表现。

理解：眼及眼眶、鼻和鼻窦、耳部、

口腔颌面部、咽部、喉部及颈部正

常 X 线、CT、MRI 表现。

运用：眼及眼眶、鼻和鼻窦、耳部、

口腔颌面部、咽部、喉部及颈部常

见疾病的影像诊断

1、分组讨论各种影像

技术在头颈部的应用

价值。

2、实验，选择几例典

型疾病让同学书写诊

断报告。

3、查阅资料，熟悉耳

部断层影像解剖。

理论 3 学

时

4 肺与纵隔 教学内容：

1.胸部检查方法的应用。

2.胸部正常影像表现，肺门、肺纹

理和肺野概念。

3.概述呼吸系统基本病变影像表

现。

4.基本病变影像表现：支气管阻塞

及其结果、肺部病变、胸膜病变。

5.大叶性肺炎、支气管肺炎、肺结

核、中心型肺癌、周围型肺癌影像

表现、诊断要点、鉴别诊断。

6.常见的纵隔原发肿瘤影像表现，

诊断要点、鉴别诊断。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呼吸系统的影像检

查方法，呼吸系统基本病变的影像

表现，肺炎、肺脓肿、肺结核以及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 PACS

上整理呼吸系统病例

进行模拟影像诊断

3.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4.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理论 6 学

时，实践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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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肿瘤影像表现。

理解：能够理解纵隔的分区，呼吸

系统基本病变及肺炎、肺脓肿、肺

结核以及肺肿瘤、纵隔病变影像表

现的病理学基础

运用：能够运用呼吸系统的影像学

知识进行肺炎、肺脓肿、肺结核以

及肺肿瘤、纵隔病变的影像学诊断

及鉴别诊断

5 心脏与大

血管

教学内容：

1.影像检查方法。心血管造影的适

应症、方法及注意事项。CT 检查及

磁共振检查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作

用。

2.结合心脏大血管的解剖生理，讲

授其正常影像表现。

3.RHD、ASD、F4.心包积液及缩窄性

心包炎、主动脉夹层的 X 线及 CT、

MRI 表现。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心脏大血管检查方

法。

理解：能够理解心脏各房室增大的

影像表现及病理基础。

运用：能够运用循环系统的基础知

识，进行循环系统几个常见病的影

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 PACS

上整理循环系统病例

进行模拟影像诊断

3.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4.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理论 3 学

时

6 食管与胃

肠道

教学内容：

1.胃肠道钡餐检查、钡灌肠检查、

胃肠双对比造影、低张十二指肠检

查及小肠灌钡检查的方法及适应

症。结合解剖和生理。

2.胃肠道的正常影像表现；概述胃

肠道的病变如肿瘤、溃疡、炎症影

像表现。

3.食管癌、食管静脉曲张、胃癌、

结肠癌、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肠结

核、结肠息肉的影像表现，良、恶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 PACS

消化系统病例模拟影

像诊断

3.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4.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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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溃疡的鉴别诊断。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胃肠道的检查方法。

理解：能够理解胃肠道的正常影像

表现及异常表现的病理学基础

运用：能够运用胃肠道的知识，进

行胃肠道常见疾病的影像学诊断及

鉴别诊断。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7 肝、胆、

胰

教学内容：

1.肝、胆、胰的 B 超、CT、MRI 检

查方法。

2.肝、胆、胰正常与基本病变影像

学表现。

3.胆石症、肝硬化、肝脏肿瘤（肝

癌、血管瘤）、胰腺炎、胰腺癌的

影像学表现。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胆、肝、胰的影像

学检查方法。

理解：能够理解胆、肝、胰的正常

影像学表现及异常表现的病理学基

础。

运用：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进行胆

石症、肝脏肿瘤（肝癌、血管瘤）、

胰腺炎、胰腺癌的影像学诊断及鉴

别诊断。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 PACS

肝胆胰腺病例进行模

拟影像诊断

3.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4.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理论 3 学

时，实践 3

学时

8 泌尿系统

与肾上腺

腹膜后

教学内容：

1.检查方法及应用指征；US、CT 及

MRI 在泌尿系统及肾上腺疾病中的

诊断价值及限度。

2.泌尿系统及肾上腺的正常与基本

病变影像学表现。

3.肾、输尿管、膀胱结石、肾癌、

肾盂癌、肾上腺肿瘤、肾结核的影

像学表现。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泌尿系统的检查方

法。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 PACS

病例进行模拟影像诊

断

3.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4.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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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理解泌尿系统各器官与

肾上腺的正常 X 线表现及异常表现

的病理学基础。

运用：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进行肾、

输尿管、膀胱结石、肾癌、肾盂癌、

肾上腺肿瘤、肾结核的影像学诊断

及鉴别诊断。

9 生殖系统

及乳腺

教学内容：

1.生殖系统及乳腺的断面解剖学特

点及正常影像学表现

2.不同成像技术的检查方法及临床

应用

3.生殖系统及乳腺异常影像学表现

4.生殖系统及乳腺疾病的影像诊断

教学要求：

识记：乳腺正常及异常 X 线、CT、

MRI 表现。

理解：生殖系统及乳腺 X 线、CT、

MRI 的应用价值和限度及优选和综

合应用。

运用：能够对乳腺感染性疾病、乳

腺增生、乳腺小叶增生、生殖系统

及乳腺肿瘤及肿瘤样病变作出影像

诊断。

1、分组讨论各种影像

技术在乳腺的应用价

值。

2、实验，择几例典型

乳腺疾病让同学书写

诊断报告。

1、查阅资料，总结如

何预防女性乳腺癌的

发生。

理论 3 学

时

10 骨骼与肌

肉系统

教学内容：

1.骨与关节检查方法。

2.四肢长骨、脊椎和关节正常影像

表现；小儿长骨的特点。

3.骨骼和关节基本病变影像表现。

4.骨骼和关节外伤、骨关节化脓性

感染、骨关节结核、骨肿瘤、退行

性骨关节病的影像学表现。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骨骼系统的影像检

查方法，领会骨骼系统基本病变的

概念及其影像表现。

理解：能够分析骨骼系统基本病变

的影像学表现，分析骨骼外伤、化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 PACS

上整理骨关节病例进

行模拟影像诊断

3.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4.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理论 3 学

时，实践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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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性骨髓炎、骨结核及常见良恶性

骨肿瘤的影像表现。

运用：能够运用骨骼系统的基本的

影像学知识，进行骼系统基本病变

的判断和骨骼外伤、化脓性骨髓炎、

骨结核及常见良恶性骨肿瘤的影像

学诊断及鉴别诊断。

11 超声诊断 教学内容：

1.超声扫查切面、扫查方法。

2.常用超声诊断法、超声检查适应

证。

3.心脏超声心动图。

4.腹部疾病（肝囊肿、肝血管瘤、

肝癌、胆结石、胰腺肿瘤、肾积水

等）的超声诊断。

5.妇产科疾病（子宫肌瘤、卵巢肿

瘤、胎儿畸形等）、产前检查（早

孕、中晚孕）的超声诊断。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超声波基本概念、

超声波基本诊断原理。

理解：能够理解超声诊断法、常用

超声检查切面。

运用：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分析握

超声检查适应证，进行常见病多发

病的超声诊断和鉴别诊断。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让学生亲自体验一

些书写影像报告流

程，以提问的方式了

解学生对影像学征象

的掌握情况

3.解答学生的疑问和

检查影像实验报告

理论 3 学

时

12 介入放射

学

教学内容：

1.经导管血管栓塞术的定义，理想

的栓塞剂所需具备的条件，栓塞剂

的种类，常用栓塞剂的特点。栓塞

剂运送导管。栓塞剂应用的原则、

栓塞剂应用的适应征。栓塞治疗的

反应与并发症。

2.介入放射学的基本概念。

3.TACE栓塞剂种类及其适应症和禁

忌症。

4.PTA 的基本概念，基本技术方法。

教学要求：

1.用多媒体给学生讲

授相关内容

2.实验课利用介入放

射学各种常用器材进

行授课，利用 PACS

存储的介入治疗过程

的影片进行教学

3.让学生亲自了解器

材应用方法

4.解答学生的疑问

理论 3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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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能够知道介入放射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方法，知道 TACE 栓塞剂

种类及临床应用。

理解：能够理解 PTA 的基本概念及

技术方法。

运用：能够运用介入放射学的知识，

分析临床常见疾病的介入放射学诊

断及治疗的适应症。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根据医学影像学的特点，理论课上以学生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为主，实验课上结合理论知

识以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实践为主，充分利用实验课，理论与实践结合，使学生掌握常规医

学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的临床应用，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4.2 评价方法：

理论考试成绩占总分的 80%；实验成绩占总分的 20%。

4.3 教材选编：

王滨、贺文主编，《影像诊断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充分利用校内 PACS 实验室，在多媒体计算机及网络环境下进行多媒体教学，对学生学

习资源进行开发与优化，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创新思维的培养。

执笔：宁厚法

审核：宁厚法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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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急救医学》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五年制本科中医学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急救医学基

本理论、常见急危重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诊疗流程和急救技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使学生能适应基层医院独立工作和各科包括急诊急危重症抢

救的工作要求，它要以其它临床专业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各临床专业课程的

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操作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见急危重症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急诊处理，

能熟练进行心肺复苏，电除颤，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外科清创，包扎和缝合等基本

急救技术，培养学生的急诊临床思维能力，以及急救的团队协作能力。

2.1 知识目标：

（1）领会现代急救医学的理论知识，建立急救相关知识的连接贯通，形成急救临床思

维。

（2）应用基础医学和临床相关专业课程中学过的知识，解决常见急救问题，如分析患

者急性胸痛和（或）急性腹痛的最可能病因，快速识别高危患者，迅速急救处理。

（3）帮助学生对某些常见急危重症形成一个立体的综合印象，比如通过学习，领会引

起意识障碍的常见病因，能就具体的临床案例正确应用和分析，包括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急诊

处理，如急性脑梗死的静脉溶栓和（或）取栓治疗，形成综合认知。

（4）培养学生在基础理论水平上提出有理有据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高其对知识

的理解和应用水平。

2.2 技能目标：

（1）应用基本理论进行常见急危重症病例的诊治。

（2）结合病人、模拟人、多媒体、录像等反复实践，熟练进行基本急救操作。

（3）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为将来的临床科研奠定初步基础。

（4）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能通过查阅国内外资料外延重要知识点的理论和临床

内涵。

2.3 素质目标：

（1）以能力培养为主线，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养成科学思维、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习惯，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在教学中注入人文关怀，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医德，能切身体会病人的痛苦和需求。

（3）让学生理解白衣天使的职责，牢记救死扶伤的重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

3.课程的内容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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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建议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

绪论

教学内容：

1.急诊医学的概念与范畴

2.急诊医学专业的特点及观念

3.急诊教学的特点及方法

教学要求：

1.领会：急诊医疗服务体系的组成

2.急诊病情分级；急诊医学的专业

特点

3.知道：急诊处理临床问题的思维

方法和急诊流程

方法：讲授法、信息

化教学、启发式教学

手段：电子幻灯、结

合案例

理论 1课时

2

第三章

意识障碍与

抽搐

教学内容：

1.晕厥的分类、临床特点、急诊评

估及鉴别诊断、急诊处理；昏迷的

病因、鉴别诊断、急救处理原则

2.脑出血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

诊断及治疗

3.脑梗死、脑栓塞的临床表现、鉴

别诊断及治疗

4.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诊断与鉴

别诊断、急诊处理

教学要求：

1.知道：脑出血、脑梗死、脑栓塞

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病因、临床

表现和急救原则

2.领会：晕厥和昏迷的病因诊断及

鉴别诊断

3.知道：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临床

表现和急救原则

方法：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案例法

手段：多媒体图片、

病例讨论

理论 1课时

3
第六章

急性疼痛

教学内容：

1.急性胸痛、急性腹痛的鉴别诊断

2.常见急性胸痛、腹痛病因的急救

处理

教学要求：

1.领会：急性胸痛的病因及鉴别诊

断，进行快速评估

2.应用：急性胸痛的诊断思路，正

确识别致命性胸痛并急诊处理

方法：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以问题为中

心的教学

手段：电子幻灯、CAI

课件、临床案例分析

理论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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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会：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临床特

点，ACS 的危险分层和急诊处理

4.领会：主动脉夹层的病因及分

型，临床特点及诊断和急诊处理

5.应用：急性腹痛的诊断思路，重

症急性腹痛的临床特点和治疗原

则

4
第十章

急性中毒

教学内容：

1.总论（病因、代谢、中毒机制，

各类中毒的临床特点，诊断及鉴别

诊断及急诊处理）

2.常见急性中毒（有机磷杀虫药中

毒、百草枯中毒、镇静催眠药中毒、

酒精中毒、灭鼠剂中毒、气体中毒

等）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及急诊

处理。

教学要点：

1.领会：急性中毒的病因、代谢、

中毒机制，各类中毒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鉴别诊断、急诊处理

2.领会：常见急性中毒（有机磷杀

虫药中毒、百草枯中毒、急性灭鼠

剂中毒，气体中毒及镇静催眠药中

毒等）的临床表现及诊断要点及急

诊处理

3.应用：有机磷杀虫药中毒和气体

中毒的诊断要点及急诊处理

方法：讲授法、信息

化教学、启发式教

学，以问题为中心的

教学

手段：选取临床经典

案例，可采用翻转课

堂，随堂测试等方式

理论 2课时

5

第十一章

环境及理化

因素损伤

教学内容：

淹溺、中暑、电击伤的临床特

点、诊断与鉴别诊断和急救处理

教学要求：

1.知道：淹溺，中暑和电击伤的定

义

2.领会：淹溺，中暑和电击伤的临

床表现（包括分型）

3.应用：淹溺，中暑和电击伤的诊

断与鉴别诊断及急救处理

方法：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案例讨论

手段：多媒体图片、

观看教学录像片、临

床经典案例

理论 2课时

6 第十二章 教学内容： 方法：讲授法、启发 理论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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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感染 1.急性感染的基本临床特点、诊断

与鉴别诊断，急诊处理

2.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定义、发病机

制与分类，诊断与鉴别诊断，及急

诊处理

教学要求：

1.知道：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定义

2.领会：急性感染的基本临床特

点、诊断与鉴别诊断，急诊处理；

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特点

3.应用：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诊断和

急诊处理；重症肺炎的诊断

式教学、案例讨论

手段：多媒体图片、

观看教学录像片、临

床经典案例

7
第十三章

休克

教学内容：

1.休克的定义、病因分类、病理生

理机制、临床特点、诊断与鉴别诊

断和治疗

2.各类休克的特点及救治

教学要求：

1.领会：休克的定义、病因分类、

临床分期和分级，以及诊断标准，

治疗原则

2.应用：低血容量性休克的失血量

估计和急诊处理；心源性休克的临

床特点和急救处理；感染性休克的

临床特点和急救处理；过敏性休克

的临床特点和急救处理

方法：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以问题为中

心的教学

手段：电子幻灯、CAI

课件、临床案例分析

理论 2课时

8
第十六章

心肺脑复苏

教学内容：

1.心脏骤停的原因，病理生理机制

和表现

2.基础生命支持

3.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

教学要求：

1.知道：心肺复苏（CPR）、心脏

骤停(SCA)和脑复苏的定义

2.领会：SCA 的常见原因、临床表

现

3.应用：成人基本生命支持（A-

开放气道、B-人工呼吸、C-胸外按

方法：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案例讨论

手段：多媒体图片、

观看教学录像片

理论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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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D-电除颤）的要点；高级心血

管生命支持（A-人工气道、B-机械

通气、C-建立液体通道和使用血管

加压药物及抗心律失常药物、D-

寻找心脏骤停原因）的要点

9
第十七章

创伤急救

教学内容：

1.创伤的院前急救

2.特殊创伤急救

教学要求：

1.知道：创伤评分和分拣；

2.领会：创伤基本生命支持的要

点，主要通气，止血、包扎、固定

和搬运

3.领会：多发伤、复合伤和挤压伤

的定义，特点诊断和急诊救治原则

方法：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案例讨论

手段：多媒体图片、

观看教学录像片，模

拟演示

理论 2课时

10
实验一

心肺复苏

领会心肺复苏的步骤方法；领会胸

外按压的并发症
实验 实验 2课时

11
实验二

电除颤

领会电除颤的适应症、步骤方法及

其注意事项
实验 实验 2课时

12

实验三

气管插管术

与简易呼吸

器的应用

领会：气管插管的步骤方法、简易

呼吸器的使用方法；气管插管的指

征、简易呼吸器的适应症

实验 实验 2课时

13
实验四

洗胃术
知道洗胃的适应症、方法步骤 实验 实验 2课时

14

实验五

外伤的急救

技术

领会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要

点
实验 实验 2课时

15

实验六

呼吸机的临

床应用

知道：呼吸机应用的适应症

领会：呼吸模式的选择及基本参数

的设置

实验 实验 2课时

16

实验七

环甲膜穿刺

术

知道环甲膜穿刺的适应症和方法 实验 实验 2课时

17
急救技能操

作考试
技能考试 实验 实验 2课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运用启发式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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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和加深学生对疾病本身的理解。

4.2 评价方法：

全过程学业评价：课程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根据课程特点，组织授课教师制定科学的学

业评价大纲，明确考核方式，考核内容，考核规程等，报临床学院论证通过后报教务处审批，

并于开课前明确告知学生。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和学生提出的建议，不断改进

和完善。

考核方式：平时考核（主要指急救技能操作考核）占 10%，单元小测试（每学期 4 次左

右）占 4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急诊与灾难医学》，主编：沈洪，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3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利用网上幕课资源，让学生提前预习，课堂上采取 PBL 和 CBL 等教学模式。利用国家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进行虚拟仿真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以提高教学效果。

执笔：陈红芬

陈京霞

审核：李来传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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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推拿学》课程标准

学时：48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课程性质：推拿是一门研究应用推拿方法与技能、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及保健养生的

中医临床外治学，是中医学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拿学在祖国传统医学理论和现代学

理论的指导下，阐述和研究运用手法和功法训练防治疾病的方法、规律和原理，是以治疗方

法为学科分类的特征。是运动康复专业的专业课。

课程任务：1．通过理论课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初、高级推拿职业专门人才所必须的推

拿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2．掌握临床各科疾病推拿的基本手法、取穴，初步形成解决临

床（诊查、预防、治疗、养生）推拿实际问题的能力；3．在为进一步学习掌握推拿专业知

识和职业技能打基础的同时，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与辨证思维能力。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1）能够掌握推拿的作用原理和治疗原则。

（2）能够正确阐述十二正经的循行及常用腧穴定位与取穴方法。

（3）能够掌握常用部位的局部解剖和生理。

（4）熟悉生物力学在推拿上的应用。

2.2 技能目标

（1）掌握推拿手法基本要求，要做到、持久、有力、均匀、柔和与深透。

（2）能够熟练操作常用的推拿手法，掌握括动作要领、注意事项及作用。

（3）能够在人体正确定位常用腧穴，并掌握其治疗作用。

（4）能够掌握临床各科疾病的中医分型、治疗原则并辨证施治。

2.3 素质目标

（1）加强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及操作能力。

（2）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学有所获。

（3）培养学生的工作责任感，注重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

（4）注重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增强学生的道德观念。

（5）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

人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

时

1 绪论

教学内容：

1. 推拿学发展源流；

2. 推拿学的特点。

教学要求：

1.以课堂讲授和自学为

主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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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

推拿学术发展情况；

2. 熟悉推拿学的理论内涵；

3. 掌握推拿学的基本特征；

4. 掌握推拿学的临床特点。

2
上篇

基础知识

教学内容：

1. 推拿临床的指导理论；

2. 推拿的作用原理和治疗原则；

1. 经络的循行及腧穴的定位、取穴方

法及作用；

2. 3.推拿意外及其处理；

3. 4.临床常用的运动解剖：局部解

剖、脊柱解剖和脊柱运动生理；

4. 5.推拿临床常用检查方法。

教学要求：

1. 推拿的作用原理和治疗原则；

2. 掌握经络的循行及腧穴的定

位、取穴方法及作用；

3. 掌握局部解剖、脊柱解剖和脊

柱运动生理；

4. 熟悉推拿临床常用检查方法。

1. 推拿的作用原理及

治疗原则、生物力学的基

础理论及推拿手法应用

及作用机理采用多媒体

图片、表格及短片播放相

结合进行理论学习；

2. 经络的循行、腧穴的

定位及取穴方法采用多

媒体图片、短片播放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3. 局部解剖、脊柱解剖

和脊柱运动生理采用模

型进行现场演示。

14 学时

3 中篇

手法与功

法

教学内容：

1. 推拿手法：推拿手法基础知

识、成人推拿手法、小儿推拿手

法；

2. 推拿功法：推拿功法基础知

识、呼吸锻炼方法、基本步法、

实用练功方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推拿功法的基本姿势、练

功方法。

2. 掌握推拿手法、小儿推拿手法

的动作要领、注意事项及治疗作

用。

3. 熟悉生物力学与推拿学的结

合。

1.推拿功法的基本姿势、

练功方法、推拿手法采用

短片播放与现场演示相

结合方式进行；

2.分组进行手法演示。

3.强调在操作过程中易

出现的问题，分组手法，

并纠正出现的问题。

16 学时

4

下篇

临床治疗

教学内容：

1.骨伤科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诊

断、治疗、预后及注意事项；

2.内妇五官科疾病的基本理论和

假说、诊断要点、施治原则及各种

疾病的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

预后及注意事项；

3.小儿科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诊

1. 1.各科疾病的临床表现、

诊断、预后及注意事项采

用多媒体图片、表格想结

合的方式进行理论学习；

2. 各种疾病的治疗采

用短片播放与现场演示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践

操作；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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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治疗、预后及注意事项。

教学要求：

1.熟练掌握重点骨伤科疾病（颈椎

病、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症、

肩关节周围炎）的诊断、推拿治疗

操作技能；掌握一般骨伤科疾病的

推拿治疗操作技能；能合理应用推

拿辅助治疗方法；

2.熟练掌握重点内、妇科病证（头

痛、失眠、胃脘痛、高血压、中风

后遗症）的诊断、推拿治疗操作技

能；熟悉一般内、妇科病证的诊疗

技能；能合理应用推拿辅助治疗方

法；

3.熟练掌握小儿科重点病证（发

热、婴幼儿腹泻、疳积、小儿肌性

斜颈）的诊断、推拿治疗操作技能；

熟悉一般病证的诊疗技能；能合理

应用推拿辅助治疗方法。

3.强调在操作过程中易

出现的问题，分组手法，

并纠正出现的问题。

5
附篇

拓展阅读

教学内容：

1.推拿主要流派介绍。

2.古代推拿著作简介及小儿推拿

歌赋选。

3.推拿学现代研究概况。

4.世界主要徒手疗法简介。

教学要求：

1.熟悉推拿学著作。

2.了解推拿手法在固体力学、运动

学、生物学效应和规范化、动物模

型研究，了解推拿在临床治疗方面

的研究概况。

以课堂讲授和自学为主，

启发学生了解推拿学科

的发展方向。

1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总体教学方法设计为：以课堂讲授（包括多媒体教学、传统教学、引导自学）

和实际操作为主，结合病例讨论。

4.2 评价方法：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

平时成绩为课堂展示、背诵、出勤率、作业笔记、手法操作熟练程度等构成，占 50%；期末

成绩占 50%。

4.3 教材选编：

房敏，王金贵主编，《推拿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集理论学习及技能操作于一体，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多媒体和实训室

条件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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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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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耳鼻喉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耳鼻喉科学》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一

门临床学科，系统的阐述耳鼻咽喉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病因病理、辨证、论治概要，以及耳、

鼻、咽喉常见病的辨证论治原则。

通过本门课学习，使学生能熟悉本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了解本学科

领域的理论新进展、科研新成果。运用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念于临床实践，掌握处理常见病的

治疗方法和对急病重病的急救措施。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1.掌握耳鼻咽喉的与脏腑经络的联系及生理特点、病因病机；

2.熟悉耳鼻咽喉论治概要，以及耳鼻咽喉病的中医疗法、用药规律；

3．熟悉耳鼻咽喉的应用解剖及生理功能；

4．初步掌握戴镜、对光和耳鼻咽喉一般常用检查器械使用及检查方法；了解新的检

查仪器和诊疗手段；

5．掌握“四炎一聋”、恶性肿瘤（鼻咽癌）的中西医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原则；

6．熟悉耳鼻咽喉外伤的中西医处理原则及知识；鼻出血的简易止血法。

7．熟悉耳鼻咽喉异物的诊断要点、处理原则和预防知识；

8．耳眩晕、耳带疮、鼻衄、鼻槁、喉风、梅尼埃病等，以及中医耳鼻咽喉科常见急

症和症状亦在了解和熟悉之列，可作总的介绍或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讲授，以缓解教学

时数不足的矛盾。

7．熟悉鼾症（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要点及处理原则。

8．了解功能性内窥镜鼻窦外科基本原理及基本特点。

2.2 技能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较为准确地运用耳鼻咽喉局部四诊法。

2.能够运用耳鼻咽喉病的针灸及其他疗法。

2.3 素质目标：

1.在学习的过程中，树立科学的学习观，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归纳、推理能力；

2.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加深入地体会，提升本课程的学习兴趣；

3.通过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医耳鼻喉科专业。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第一章 教学内容： 课前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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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中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学发展

史的几个历史时期及其发展的

主要特点与成就。

2、各历史时期耳鼻咽喉口腔科

学发展史的重要史实。

教学要求：

掌握：

熟悉：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6学时

2 第二章

耳鼻咽喉的

结构与功能

教学内容：

1.耳的结构与功能

2.鼻的结构与功能

3.咽的结构与功能

4.喉的结构与功能

5.口的结构与功能

教学要求：

掌握：耳鼻咽喉的结构与功能

配合具体的模型和示

例、利用教学课件详细

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模型，

多媒体、板书

2学时

3 第三章耳鼻

咽喉科常用

检查法

教学内容：

1. 耳部常用检查法

2. 鼻部常用检查法

3. 咽部常用检查法

4. 喉部常用检查法

5. 口部常用检查法

教学要求：

掌握：耳鼻咽喉科常用的检查

法。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

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现场模拟、模型

4学时

4 第四章

耳鼻咽喉与

脏腑经络的

关系

教学内容：

1.耳与脏腑的关系

2.鼻与脏腑的关系

3.咽与脏腑的关系

4.喉与脏腑的关系

5.口与脏腑的关系

教学要求：

1、掌握耳鼻咽喉与五脏六腑的

关系，树立局部与整体的统一

观念，明确耳鼻咽喉与脏腑的

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

2、熟悉耳鼻咽喉与经络关系，

及耳鼻咽喉与脏腑经络在临床

以脏腑关系为重点，课

堂讲授，多媒体课件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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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上的重要意义。

5 第五章

耳鼻咽喉疾

病的病因病

机概要

教学内容：

1. 耳鼻咽喉疾病的主要病因

2. 耳鼻咽喉疾病的主要病机

教学要求：

掌握：

1.耳鼻咽喉疾病的主要病因：

外因主要有外感邪毒、外伤致

病、异物所伤；内因多为七情

所伤、饮食、劳倦等

2.耳鼻咽喉疾病的主要病机：

各种致病因素引起脏腑功能失

调，导致耳鼻咽喉口齿疾病的

发生，其病机主要是实证、虚

证或虚实夹杂证三大类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

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4学时

6 第六章

耳鼻咽喉疾

病的治疗概

要

教学内容：

1. 内治法

2. 外治法

3. 针灸疗法

4. 按摩导引法

5. 常用的治疗操作

教学要求：

1.掌握内治法与外治法的运

用。

2.了解常用针灸疗法及其他疗

法。

讲授内外治法为主，可

结合病因病理，辨证要

点。其他疗法自学或扼

要介绍，按摩可作示范

操作。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其他疗法自学或扼要介

绍，按摩可作示范操作。

4学时

7 第七章

耳部常见疾

病

教学内容：

1.旋耳疮

2.耳带疮

3.断耳疮

4.耳痿

5.盯耳

6.耳异物

7.耳疖

8.耳疮

9.脓耳

10 脓耳变证

11.耳胀

12.耳聋

13.耳鸣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

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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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耳眩晕

15.耳面瘫

教学要求：

掌握：耳部常见疾病的鉴别诊

断、病因病机、辩证及各种治

疗方法的应用及救急处理。

8 第八章

鼻部常见疾

病

教学内容：

1.鼻疔

2.鼻疳

3.伤风鼻塞

4.鼻窒

5.鼻凱

6.鼻渊

7.鼻槁

8.鼻息肉

9.鼻岫

10.鼻损伤

11.鼻异物

教学要求：

要求对这些病的病因病理、辩

证论治要有深刻认识，能应用

于临床。其他鼻病，可做扼要

讲述，或嘱学生自学。

结合病例、挂图、多媒

体，以加强学生理解和

认识。

4学时

9 第九章

咽喉口部常

见疾病

教学内容：

1.喉痹

2.乳蛾

3.喉瘖

4.喉咳

5.梅核气

6.鼾眠

7.喉痈

8.喉风

9.骨鲤

10.喉癣

11.白喉

12.口疮

13.口糜

14.口癣

15.牙宣

16.唇风

教学要求：

配合图示、利用教学课

件详细讲解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模型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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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喉痹的概念。

2、熟悉病因病理、辨证指征。

3、掌握辨证论治和外治法方。

10 第十章

耳鼻咽喉常

见肿瘤

教学内容：

1.耳鼻咽喉常见瘤症及痰包

2.耳鼻咽喉常见癌症

教学要求：

1、熟悉各瘤症定义，病因病机。

2、了解各瘤症的处理原则和治

疗方法。

3、掌握各瘤症的临床特点，诊

断要点。

本节扼要讲授，配合多

媒体。

2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教学以课堂教学法为主，在教学中要多开展临床实习、自学讨论

的教学活动。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同时，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

学生求学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当中。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教

学目标，完成共同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策略、方式与手段。根据课程实际需要，

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4.3 教材选编：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十四五规划教材《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第五版刘蓬主编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庄静

审核：庄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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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妇产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80

学分：3.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妇产科学》是医学科学的组成部分，是属于中医学中一门涉及面较广和整体性较强的

学科。是一门研究妇女生殖系统的生理和病理，以及与妊娠有关的生理和病理的学科。本课

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见病初步诊断要点与预防；培养

学生的诊断及预防常见病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工作要求，它要以系统解剖学、局

部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实验诊断学、检体诊

断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此外，应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并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1 知识目标：

 能够综合应用妇产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能够在临床工作中应用妇产科基本检查。

2.2 技能目标：

 能够掌握妇产科临床常见疾病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并学会应用这些知

识。

 能够掌握妇产科基本临床操作技能并在临床中应用。

2.3 素质目标：

 遵循医学教育规律，着力人才培养模式和体制、机制的重点突破。

 重视对学生医德医风的教育。

 重视理论学习，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第二章

女性生殖系

统解剖

（一）外生殖器

识记：能够知道外生殖器包括哪些器官

及重要解剖结构。

（二）内生殖器

识记：能够知道内生殖器包括哪些器

官。

运用：掌握内生殖器各器官重要解剖结

构及功能特征并在临床应用。

1.利用实物模型及图片讲解

女性骨盆的特点及与周围器

官的解剖关系。

2.利用临床手术实例讲解女

性生殖系统解剖的重要性及

相关重点。

3.加强课堂互动，启发学生主

动思考。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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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血管、淋巴及神经

识记：能够知道生殖器血管走行及与临

近器官的解剖特点。

（四）骨盆

识记：能够知道骨盆的组成、分界和类

型。

（五）骨盆底

理解：能够说明广义与狭义会阴之分。

（六）邻近器官

理解：能够说明生殖器的临近器官及其

解剖特点。

4.重点内容双语教学。

2 第三章女性

生殖系统生

理

（一）妇女一生各阶段的生理特点

识记：能够知道妇女一生分为 7 个阶段

及各阶段生理特点

（二）月经及月经期的临床表现

理解：能够说明月经的定义、月经血的

特征及正常月经的临床表现。

（三）卵巢功能及周期性变化

运用：掌握卵巢的功能、卵巢的周期性

变化、卵巢性激素的合成与分泌及其生

理作用并运用。

（四）子宫内膜及生殖器其他部位的

周期性变化

理解：能够说明子宫内膜的组织学变化

及生殖器其他部位的周期性变化

（五）月经周期的调节

理解：能够说明下丘脑-垂体-卵巢的神

经内分泌轴对月经周期的调节机理。

（六）其他内分泌腺功能对月经周期

的影响

识记：能够知道其他内分泌腺功能对月

经周期的影响。

1.利用多媒体设计好女性一

生 7个阶段相关变化图片，根

据图片进行讲解。

2.尽量趣味化。

3.根据卵巢周期变化于 PPT

中加入各生殖系统变化的相

关图片、表格以增强记忆。

4.加强课堂互动，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5.重点内容双语教学。

理论

2学时

3 第四章

妊娠生理

理解：能够说明妊娠概念

(-)受精和受精卵的发育和着床过程

理解:能够说明受精的概念，卵子从受

精到受精卵的输送、发育、着床的过程。

(二)胚胎、胎儿发育特征及胎儿的生理

特点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结

合图片进行内容讲解。

2.启发式教学，回顾既往胚胎

学的相应内容和前面讲解的

女性生理的内容。

3.加强课堂互动，启发学生主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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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能够知道胚胎、胎儿发育特征及

胎儿的生理特点。

(三)胎儿附属物的形成及功能

识记：能够知道胎盘的结构，胎膜、脐

带、羊水等胎儿附属物的形成及功能。

运用:能够掌握胎盘的功能并应用。

(四)妊娠期母体变化

识记:能够知道妊娠期母体各系统的生

理变化。

理解:能够说明妊娠期母体血液及血循

环系统的变化。

动思考。

4.重点内容注意应用双语教

学。

4 第五章

妊娠诊断

理解：能够说明妊娠分期。

（一）早期妊娠诊断

运用：能够运用早期妊娠的临床表现及

实验室检查进行诊断。

（二）中、晚期妊娠的诊断

运用：能够运用晚期妊娠的临床表现及

实验室检查进行诊断。

（三）胎姿势、胎产式、胎先露、胎方

位

识记：能够知道正常胎姿势。

理解：能够说明胎产式、胎先露、胎方

位的概念及分类。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例

教学。

2.讲解胎产式、胎方位、胎先

露时运用教学模具骨盆和娃

娃演示加深理解。

3.注意运用双语教学。

4.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理论

1学时

5 第六章

产前检查与

孕期保健

1.识记：能够知道围产医学的范畴和概

念。

2.产前检查

理解：能够说明产前检查的时间及内

容。

3.评估胎儿健康的技术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胎儿宫内状况的监

测指标。

4.产科合理用药

识记：能够知道孕期用药的基本原则及

药物对胎儿的不良影响。

1.产科查体：测宫高及腹围，

四部触诊及听胎心，骨盆外测

量。带教老师示范，每位同学

在教学模具上练习后再实际

操作。

3.胎儿电子监护：带教老师师

范，每位同学在教学模具上练

习后再实际操作。通过监护报

告学习判读结果（1 学时）。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4.重点内容注意应用双语教

学。

实践

2学时

6 第八章

妊娠并发症

（一） 自然流产

识记：能够知道自然流产的病因、预防。

（一）自然流产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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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说明归纳自然流产的概念。

运用：能够运用自然流产的临床表现、

临床类型进行临床诊断与鉴别诊断，以

及选择治疗方案。

（二）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识记：能够知道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高

危因素、病因、对母儿的影响、预测方

法及预防。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妊娠高血压疾病的

概念、基本病理生理变化。

运用：能够运用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分类

及临床表现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

选择治疗方案。

（三） 早产

识记：能够知道早产的病因、预防。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早产的概念、分类。

运用：能够运用早产的临床表现进行诊

断与鉴别诊断，以及选择治疗方案。

（四） 妊娠剧吐

识记：能够知道妊娠剧吐的病因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妊娠剧吐的临床表

现

运用：能够运用病史、临床表现和辅助

检查对妊娠剧吐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

并进行治疗。

（五） 过期妊娠

识记：能够知道过期妊娠的病理、对母

儿的影响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过期妊娠的概念

运用：能够运用病史、临床表现、辅助

检查核实妊娠周数及判断胎儿安危状

况，对过期妊娠进行诊断及处理

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例

进行内容讲解。

2.流产类型的鉴别及与其他

出血性疾病进行鉴别，加深理

解。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4.重点内容注意应用双语教

学。

（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1.详细讲解妊娠高血压的分

类及诊断，加强课堂互动，即

时提问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学

习掌握本病种。

2.利用多媒体技术穿插图表

结合临床所见病例增加学生

对该病种的理解与掌握。

3.强调该病种对母儿影响的

严重性；加深记忆。

4.注意运用双语教学。

实践：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例

进行内容讲解。

2.在院和出院病历，在病历中

找出每位病人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处理方法等。

3.在院病人的问诊。

实践

3学时

7 第九章

妊娠合并内

外科疾病

（一） 心脏病

识记：能够知道心脏病与妊娠的相互影

响。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妊娠合并心脏病的

种类、早期心力衰竭的诊断、妊娠耐受

力的判断、常见并发症。

(一)妊娠合并心脏病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及表格结合具体的临

床病例教学。

2.穿插双语教学。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理论

3学时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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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能够运用妊娠合并心脏病的临床

表现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处理。

（二） 糖尿病

识记：能够知道妊娠期糖代谢的特点及

发病机制，妊娠对糖尿病的影响和糖尿

病对妊娠的影响。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妊娠合并糖尿病的

分类。

运用：能够运用妊娠期糖尿病的临床表

现、诊断、分期及处理。

（三）病毒性肝炎

识记：能够知道妊娠及分娩期肝脏的生

理变化、肝炎病毒的垂直传播、乙型肝

炎的母婴传播阻断

运用：能够运用病毒性肝炎的病史、临

床表现及辅助检查进行诊断与鉴别诊

断，并进行处理。

动，提问课堂内容，启发学生

主动思考。

（二）妊娠合并糖尿病

1.详细讲解妊娠期糖尿病的

诊断、分期及处理，加强课堂

互动，即时提问相关内容，引

导学生学习掌握本病种。

2.利用多媒体技术穿插图表

结合临床所见病例增加学生

对该病种的理解与掌握。

3.强调该病种对母儿影响的

严重性；加深记忆。

4.注意运用双语教学。

8 第十章

胎儿异常与

多胎妊娠

（一） 胎儿生长受限

识记：能够知道胎儿生长受限的病因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胎儿生长受限的概

念、分类及临床表现。

运用：能够准确核对孕周，根据临床表

现及辅助检查做出诊断，寻找病因，制

定治疗方案。

（二） 死胎

识记：能够知道死胎的病因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死胎的临床表现、

诊断及处理。

（三） 多胎妊娠

识记：能够知道双胎类型及特点。

理解：能够说明多胎妊娠的概念，进行

诊断、归纳并发症。

运用：能够根据诊断选择治疗方案。

（四） 巨大胎儿

理解：能够说明巨大儿的概念、进行诊

断及处理。

（五）胎儿窘迫

识记：能够知道胎儿窘迫的病因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及表格结合具体的临

床病例教学。

2.穿插双语教学。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提问课题内容，启发学生

主动思考。

实践：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例

进行内容讲解。

2.在院和出院病历，在病历中

找出每位病人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处理方法等。

3.在院病人的问诊。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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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说明胎儿窘迫的临床表现、

诊断、处理

9 第十一章

胎儿附属物

异常

（一） 前置胎盘

识记：能够知道前置胎盘的病因、对母

儿的影响。

理解：能够说明前置胎盘的概念、分类、

临床表现。

运用：能够根据前置胎盘的高危因素、

临床表现做出诊断，并选择治疗方案。

（二） 胎盘早剥

识记：能够知道胎盘早剥的病因、病理、

对母儿的影响及早处理的重要性。

理解：能够说明胎盘早剥的概念、临床

表现、并发症。

运用：能够诊断胎盘早剥并分析诊断要

点，应用其治疗原则。

（三） 脐带异常（脐带先露与脐带脱

垂）

识记：能够知道脐带先露与脐带脱垂的

病因、对母儿的影响。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脐带先露与脐带脱

垂的诊断及治疗。

（四）胎膜早破

识记：能够知道胎膜早破的病因、对母

儿的影响

理解：能够说明胎膜早破的概念。，进

行诊断及处理

运用：能够对胎膜早破进行诊断及处

理。

（一）前置胎盘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例

教学。

2.与胎盘早剥出血进行鉴别，

加深理解。

3.注意运用双语教学。

4.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二）胎盘早剥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例

进行内容讲解。

2.与前置胎盘出血进行鉴别，

加深理解。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4.重点内容注意应用双语教

学。

实践：

1. 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

应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

例进行内容讲解。

2.在院和出院病历，在病历中

找出每位病人的临床表现、诊

断依据、处理方法等。

3.在院病人的问诊。

理论

3学时

实践

3学时

10 第十二章

正常分娩

识记：能够知道分娩动因

理解：能够说明分娩的概念；影响分娩

的四因素，枕先露分娩机制；先兆临产

的概念及表现；临产的诊断、总产程及

产程的划分；各产程的临床经过和处

理。

正常分娩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道

具演示并讲解枕先露分娩机

制。结合播放分娩机制的动画

来加深同学的印象。

2.穿插双语教学。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提问课题内容，启发学生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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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思考。

实践：

1．温习理论知识，相对重点

提问。

2.通过图文、视频相结合的多

媒体课件理论讲授。

3.分娩机转模具演示分娩过

程。

4.分组进入产房见习正常分

娩。

11 第十三章

异常分娩

（一） 概论

理解：能够说明异常分娩的病因、临床

表现及处理。

（二） 产力异常

理解：能够说明产力异常的分类；子宫

收缩乏力的病因、对母儿的影响及预

防；子宫收缩过强的分类、诊断、处理。

运用：能够运用子宫收缩乏力的病因、

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和处理。

（三） 产道异常

理解：能够说明骨产道异常的临床分

类、诊断和对母儿的影响及处理。能够

说明软产道异常的分类。

（四） 胎位异常

理解：能够说明胎位异常的临床分类，

持续性枕横位、枕后位的诊断、处理，

臀先露的分类、诊断及处理，肩先露的

诊断、预防及处理。

1.详细讲解产力异常、骨产道

异常、胎儿及胎位异常类型、

临床表现和诊断，加强课堂互

动，即时提问相关内容，引导

学生学习掌握本病种。

2.利用多媒体技术穿插图表

结合临床所见病例增加学生

对该病种的理解与掌握。

3.强调该异常分娩对母儿影

响的严重性；加深记忆。

4.注意运用双语教学。

实践：

1．温习理论知识，相对重点

提问。

2.通过图文、视频相结合的多

媒体课件理论讲授。结合病例

讲解部分异常分娩的表现及

处理。

理论

4学时

实践

3学时

12 第十四章

分娩并发症

（一） 产后出血

识记：能够知道产后出血的预防措施

理解：能够说明产后出血的病因

运用：能够根据临床表现、失血量估测、

产后出血病因做出诊断，掌握处理原

则，拟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二） 羊水栓塞

识记：能够知道

理解：能够说明羊水栓塞的概念、病因、

（一）产后出血

1.详细重点讲解产后出血的

主要原因、不同病因所引起产

后出血的临床特征及处理办

法，加强课堂互动，即时提问

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学习掌握

本病种。

（二）羊水栓塞、子宫破裂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理论

3学时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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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临床表现。

运用：能够根据临床表现和诱发因素进

行诊断和鉴别诊断，并选择合理的治疗

方案。

（三）子宫破裂

识记：能够知道子宫破裂的预防措施。

理解：能够说明子宫破裂的病因、分类、

临床表现。

运用：能够根据病史、临床表现做出诊

断与鉴别诊断，进行合理的处理。

用图片及表格结合具体的临

床病例教学。

2.穿插双语教学。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提问课题内容，启发学生

主动思考。

实践：

通过临床病例及图片、视频

等，讲解产后出血的处理

13 第十五章

产褥期与产

褥期疾病

（一） 正常产褥

识记：能够知道母乳喂养。

理解：能够说明产褥期概念，产褥期母

体变化、临床表现、处理及保健。

（二） 产褥感染

识记：产褥感染的病因。

理解：能够说明产褥感染的病理及临床

表现。

运用：能够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制定

合理的治疗方案。

（三）晚期产后出血

理解：能够说明晚期产后出血的病因与

临床表现、诊断及处理。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及结合具体的临床病

例教学。

2.穿插双语教学。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提问课题内容，启发学生

主动思考

4.通过计算机多媒体演示图

片、病例，带教老师示范正常

产褥及产褥感染查体，学生分

组在模型上练习。

实践

2学时

14 第三十一章

计划生育

1.宫内节育器避孕

理解：能够说明宫内节育器避孕种类、

机制，取/放宫内节育器的操作步骤、

不良反应、并发症。

2.激素避孕

识记：能够知道激素避孕的机制、适应

证与禁忌证、常用类型及用法、药物不

良反应及处理。

3.其他避孕方法

识记：能够知道紧急避孕、自然避孕、

外用避孕。

4.输卵管绝育术

理解：能够说明输卵管绝育术的适应

证、禁忌证、并发症。

5.人工流产

1.详细重点讲解避孕的原理，

加强课堂互动，即时提问相关

内容，引导学生学习掌握。

2.讲解避孕的方式，及其适应

症。

3.讲解避孕失败补救措施的

适应症、禁忌症及操作方式。

4.利用多媒体技术及手术视

频加深理解与掌握。

3.注意运用双语教学。

实践：

通过观摩临床操作视频，领会

各种操作，并在模型上操作。

理论

1学时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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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说明人工流产的概念、药物

流产、人工流产。

15 生殖系统炎

症

第十八章

外阴及阴道

炎症

第十九章

子宫颈炎

第二十章

盆腔炎性疾

病

（一）外阴及阴道炎症

1.阴道正常菌群、阴道生态系统及影响

阴道生态平衡的因素，阴道分泌物检

查。

2.各种阴道炎的病因。

3.各种阴道炎的传播途径、临床表现、

治疗及三者间的鉴别。

（二）子宫颈炎

1.慢性宫颈炎的病理、临床表现、治疗

原则。

2.急性宫颈炎的病因、临床表现、治疗

原则。

（三）盆腔炎性疾病

1.女性生殖系统的自然防御机制、女性

生殖系统炎症的病原体、传播途径。

2.盆腔炎的病因、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诊断与鉴别诊断、预防及治疗方法等。

3.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病理变化、临

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预防与治疗。

识记：

1能够知道滴虫性阴道炎、外阴阴道假

丝酵母菌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其临床

表现并能做出诊断、分析鉴别诊断，掌

握其治疗并应用。

2.能够知道急性宫颈炎的病因及常见

致病菌及治疗原则。

3.能够知道女性生殖系统的自然防御

机制，知道积极预防及彻底治疗急性盆

腔炎

4.能够知道急性盆腔炎的手术指征。

理解：

1.能够说明急性盆腔炎的原因、病理变

化及不同发展过程的临床表现及应用

治疗原则治疗。

2.能够领会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病

理变化、临床表现及治疗原则。

（一）外阴及阴道炎症

多媒体教学：先利用多媒体课

件、视频、临床图片，病例简

介及教学演示等方式方法，讲

授以下主要内容：⑴阴道正常

菌群、阴道生态系统及影响阴

道生态平衡的因素，阴道分泌

物检查；⑵各种阴道炎的病

因；⑶各种阴道炎的传播途

径、临床表现、治疗及三者间

的鉴别。

（二）子宫颈炎

1.多媒体教学：先利用多媒体

课件、视频、临床图片，病例

简介及教学演示等方式方法，

讲授以下主要内容：⑴慢性宫

颈炎的病理、临床表现、治疗

原则；⑵急性宫颈炎的病因、

临床表现、治疗原则。

2.相关知识回顾：宫颈炎的基

本内容及检查治疗流程。

3.宫颈分泌物涂片检查方法、

细菌培养及药物标本采集方

法、相关检查注意事项。

（三）盆腔炎性疾病

1.多媒体教学：先利用多媒体

课件、视频、临床图片，病例

简介及教学演示等方式方法，

讲授以下主要内容：⑴女性生

殖系统的自然防御机制、女性

生殖系统炎症的病原体、传播

途径；⑵盆腔炎的病因、病理

变化、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

诊断、预防及治疗方法等；⑶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病理

变化、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

理论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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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和重要性。

3.能够说明阴道的自净作用。

诊断、预防与治疗。

2.组织病例讨论，深化对盆腔

炎性疾病的认识。

3.利用教学模具进行模拟教

学。

4.重点内容注意用双语教学。

16 第二十五章

宫颈肿瘤

1.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病因、组织学

特性、病理学诊断及分级。

2.几个概念：移行带；移行带区；鳞状

上皮化生；鳞状上皮化。

3.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临床表现、诊

断及治疗。

4.子宫颈癌的病理变化、转移途径分

期、临床表现和诊断方法。

5.子宫颈癌的治疗原则。

识记：

1.能够知道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病

因、组织学特性、病理学诊断及分级。

2.能够知道子宫颈癌的病理变化并熟

悉其转移途径。

理解：

1.能够说明几个概念并应用：移行带；

移行带区；鳞状上皮化生；鳞状上皮化。

2.能够说明子宫颈癌早期诊断的方法

诊断疾病。

3.能够说明子宫颈癌的治疗原则。

1.多媒体教学：先利用多媒体

课件、视频、临床图片，病例

简介及教学演示等方式方法，

讲授以下主要内容：⑴宫颈鳞

状上皮内病变的病因、组织学

特性、病理学诊断及分级；⑵

几个概念：移行带；移行带区；

鳞状上皮化生；鳞状上皮化；

⑶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临

床表现、诊断及治疗；⑷子宫

颈癌的病理变化、转移途径分

期、临床表现和诊断方法；⑸

子宫颈癌的治疗原则。

2.掌握宫颈癌三阶梯检查重

要性，步骤。

3.相关检查：HPV、TCT、阴道

镜、宫颈活检。

4.重点内容注意用双语教学。

理论

3学时

17 第二十六章

子宫肿瘤

1.子宫肌瘤的病理变化和分类。

2.各种类型子宫肌瘤的不同临床表现

及诊断方法。

3.子宫肌瘤的的处理原则。

4.子宫内膜癌的临床表现。

5.子宫内膜癌的诊断方法，特别是分段

诊刮的重要性。

6.子宫内膜癌的治疗。

识记：

能够知道子宫内膜癌的分期，治疗措

施。

1.多媒体教学：先利用多媒体

课件讲授以下内容：⑴子宫肌

瘤的病理变化和分类；⑵各种

类型子宫肌瘤的不同临床表

现及诊断方法；

⑶子宫肌瘤的的处理原则；⑷

子宫内膜癌的临床表现；⑸子

宫内膜癌的诊断方法，特别是

分段诊刮的重要性；⑹子宫内

膜癌的治疗。

2.重点内容注意用双语教学。

理论

3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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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1.能够说明子宫肌瘤的类型、临床表现

并应用治疗原则；能够分析子宫内膜癌

的临床特点、诊断方法，应用其治疗原

则。

2.能够说明子宫肌瘤的病理、与妊娠的

关系；领会子宫内膜癌的病理，高危因

素。

18 第二十七章

卵巢肿瘤

1.卵巢肿瘤发病情况。

2.卵巢肿瘤的组织学分类。

3.卵巢恶性肿瘤的转移途径、临床分

期、临床表现。

4.卵巢肿瘤的并发症。

5.卵巢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

6.卵巢肿瘤的治疗。

识记：

1.能够知道良性卵巢肿瘤与恶性肿瘤

的鉴别诊断。

2.能够知道卵巢肿瘤的常见并发症及

其诊断并应用处理原则。

3.能够知道卵巢恶性肿瘤的治疗原则

理解：

能够说明卵巢肿瘤的组织发生类型及

常见肿瘤的病理和临床特点。

1.多媒体教学：先利用多媒体

课件、视频、临床图片，病例

简介讲授以下主要内容：⑴卵

巢肿瘤发病情况；⑵卵巢肿瘤

的组织发生类；⑶恶性肿瘤的

临床分期和辅助鉴别方法；⑷

卵巢肿瘤的并发症；⑸卵巢肿

瘤与其它盆腔块物或疾病的

鉴别诊断，及定期普查的重要

性；⑹卵巢肿瘤的治疗。

2.病例讨论。

3.重点内容注意用双语

教学。

理论

3学时

实践

2学时

19 第二十八章

妊娠滋养细

胞疾病

1.葡萄胎的病理、临床表现诊断、鉴别

诊断、临床随访和治疗。

2.侵蚀性葡萄胎的定义和病理、诊断、

并发症及治疗。

3.绒毛膜癌的病理变化，临床及转移灶

的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

识记：

1.能够知道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的诊

断并分析其病理、临床表现。

2.能够知道绒毛膜癌的病理、临床表现

并诊断疾病。

理解：

1.多媒体教学：先利用多媒体

课件、临床图片，病例简介及

教学演示等方式方法，讲授以

下主要内容：⑴葡萄胎的病

理、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

临床随访和治疗；⑵侵蚀性葡

萄胎的定义和病理、诊断、并

发症及治疗；⑶绒毛膜癌的病

理变化，临床及转移灶的表

现、诊断、治疗及预后。

2.临床见习。

3.重点内容注意用双语教学。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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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明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鉴别诊

断及治疗。

20 第八章

异位妊娠

1.异位妊娠的定义、着床部位。

2.输卵管妊娠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

及分类、诊断及鉴别诊断。

3.输卵管妊娠的治疗。

4.其他部位妊娠的病因、临床表现及处

理原则。

识记：

1.能够知道异位妊娠的定义、病因发病

机理。

2.能够知道输卵管妊娠的临床表现、诊

断要点，掌握其处理原则。

理解：

能够说明其他部位妊娠的临床表现及

处理原则。

1.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授课，应

用图片结合具体的临床病例

教学。

2.与其他急腹症、出血性疾病

进行鉴别，加深理解。

3.启发式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4.重点内容注意用双语教学。

理论

1学时

21 妇科病史及

查体

1.能够完成一份完整的妇科病历。

2.能够正确进行妇科检查，检查顺序正

确、内容无遗漏、结果描述规范。

1.通过图文、视频相结合的多

媒体课件理论讲授，主要联系

妇科解剖及诊断学讲授妇查

体和疾病问诊。

2.设置标准病人，由学生进行

妇科病史的采集，并书写病

历；妇科检查每次由带教老师

在模型上进行模拟操作示教，

然后由每位学生进行操作，并

由老师进行点评。

3.重点内容注意用双语教学。

实践

2学时

22 宫腔镜检查 1.能够说明宫腔镜检查的适应症、禁忌

症。

2.能够知道操作方法、步骤及应用器

械。

1.通过图文、视频相结合的多

媒体课件理论讲授，讲解宫腔

镜检查的适应症、禁忌症及操

作步骤。

2.学员在听课过程中应集中

注意力，认真听讲，主动思考

和提问，积极回答问题，主动

参与课堂活动，并做适当笔

记，尽可能当堂理解和（或）

记忆授课重点和讲授难点。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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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联系实际病例，参观宫

腔镜检查步骤。

23 诊断性刮宫 1.能够说明诊断性刮宫的适应症、禁忌

症。

2.能够知道操作方法、步骤及应用器

械。

1.通过图文、视频相结合的多

媒体课件理论讲授，讲解诊断

性刮宫的适应症、禁忌症及操

作步骤。

2.学员在听课过程中应集中

注意力，认真听讲，主动思考

和提问，积极回答问题，主动

参与课堂活动，并做适当笔

记，尽可能当堂理解和（或）

记忆授课重点和讲授难点。

3.课后联系实际病例，利用模

型模拟诊断性刮宫。

实践

1学时

24 阴道镜检查

及宫颈活检

1.能够说明阴道镜检查的适应症、禁忌

症。

2.能够知道操作方法、步骤及应用器

械。

3.学会简单阴道镜检查结果的判读。

1.通过图文、视频相结合的多

媒体课件理论讲授，讲解阴道

镜检查的适应症、检查方法及

结果判断。

2.学员在听课过程中应集中

注意力，认真听讲，主动思考

和提问，积极回答问题，主动

参与课堂活动，并做适当笔

记，尽可能当堂理解和（或）

记忆授课重点和讲授难点。

3.课后联系实际病例，利用模

型模拟阴道镜检查及活检的

方法。

实践

1学时

25 宫颈癌筛查 1.能够知道宫颈癌筛查的意义及方法。

2.学会宫颈癌筛查结果的判读。

1.幻灯片讲解。

2.在妇科模型上进行操作演

示。

3.学生在模型上进行训练。

实践

1学时

26 生殖系统炎

症

1.能够诊断不同类型生殖器官炎症诊

断并制定治疗方案。

2.能够说明阴道分泌物检查的意义，知

晓简单制片的方法。

复习以下主要内容：

1.阴道正常菌群、阴道生态系

统及影响阴道生态平衡的因

素，阴道分泌物检查。

2.各种阴道炎的病因。

3.各种阴道炎的传播途径、临

床表现、治疗及三者间的鉴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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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临床操作:

1.阴道分泌物采集方法。

2.阴道分泌物镜检。

27 子宫脱垂 1.能够知道子宫脱垂的临床分度、诊断

及临床表现。

2.能够说明子宫脱垂的病因、处理及预

防。

1.幻灯片讲解。

2.结合病例进行分析。

实践

1学时

28 第二十一章

子宫内膜异

位症与子宫

腺肌病

（一） 子宫内膜异位症

识记：能够知道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

因、发病机制及鉴别诊断。

理解：能够说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

理、诊断方法及治疗原则。

运用：掌握内膜异位症的概念、主要临

床表现。

（二）子宫腺肌病

识记：能够知道子宫腺肌病的病因及病

理表现。

理解：能够说明子宫腺肌病的临床表现

及诊断方法。

运用：掌握子宫腺肌病的概念。

1.根据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

宫腺肌病流行病学特征，加深

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与记忆。

2.结合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腺

肌病发生、发展相关变化图片

强化学生对该病病理生理、临

床表现的理解与掌握。

3.重点内容注意双语教学。

理论 1 学

时

29 第二十九章

第一节

异常子宫出

血

第二节

闭经

第三节

多囊卵巢综

合征

第六节

绝经综合征

（一）异常子宫出血

识记：能够知道异常子宫出血的概念、

相关术语及分类。排卵性 AUB 的分类及

临床表现。

理解：能够说明无排卵性 AUB 的子宫内

膜病理改变的分类。

运用：掌握无排卵性 AUB 的治疗原则。

（二） 闭经

识记：能够知道原发性闭经及继发性闭

经的病因，能够知道闭经的诊断步骤，

强调闭经的治疗必须按闭经的不同病

因制订相应的诊疗方案。

理解：能够说明闭经诊断常用的辅助检

查方法，包括功能试验如孕激素试验、

雌孕激素序贯试验及垂体兴奋试验。

（一）异常子宫出血 1.根据

临床案例、临床诊断引导学生

学习本内容。

2.利用多媒体技术穿插临床

所见病例增加学生对该病的

理解与掌握。

3.重点内容注意双语教学。

（二）闭经

1.通过复习 H-P-O 轴，理解闭

经概念及常见病因。

2.通过临床实例列举

各类闭经典型病例情况。

4.根据闭经原因讲解其临床

治疗，利用临床所见增加课堂

互动，加深学生记忆。

理论 1.5

学时

理论 1 学

时

理论 0.5

学时

理论 0.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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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掌握闭经的概念、分类。

（三）多囊卵巢综合征

识记：能够知道 PCOS 内分泌特征的机

制、常用辅助检查。知道根据 PCOS 的

内分泌特征及临床表现制定的不同治

疗方法。

理解：能够说明卵巢及子宫内膜的病理

改变、PCOS 的临床表现。

运用：掌握 PCOS 的内分泌特征、PCOS

诊断的鹿特丹标准及我国制定的诊断

标准。

（四）绝经综合征

识记：能够知道绝经前后内分泌的波

动。知道该疾病治疗的目标及治疗方

法。

理解：能够说明疾病的诊断的内分泌标

准。

运用：掌握绝经综合征患者的近期症状

及远期症状。

5.重点内容注意双语教学。

（三）多囊卵巢综合征

1.借助 H-P-O 轴讲解其内分

泌特征。

2.利用典型多囊卵巢综合征

患者临床相关图片讲解其临

床表现以加深记忆。

3.根据内分泌变化及临床表

现、临床实例讲解该病相关的

辅助检查、诊断与治疗。

4.重点内容注意双语教学。

（四）绝经综合征

1.结合临床实例讲解临床表

现、内分泌检查、相关治疗及

注意事项。

2.重点内容注意双语教学。

30 第三十章不

孕症

与辅助生殖

技术

（一）不孕症

识记：能够知道不孕症的定义、分类。

理解：能够说明不孕症的病因分类。

运用：能够运用不孕症男女双方的病

史、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进行诊断与鉴

别诊断，以及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二）辅助生殖技术

识记：能够知道辅助生殖技术的定义。

理解：能够说明辅助生殖主要相关技术

的 名 称 （ AIH\IVF-ET\ICSI-ET\PGT

等）、适应证、操作过程及并发症。

（一）不孕症

1.学习正常妊娠所需的条件，

引出不孕症。

2.不孕症的病因包括男方、女

方、双方及不明原因，强调男

女同查的重要性。

3.重点内容双语教学。

（二）辅助生殖技术

1.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控、高龄

人口生育需求等引出辅助生

殖技术实行的必要性，利用课

堂互动加深学生对辅助生殖

相关技术的理解与掌握。

理论 1.5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根据妇产科课程的性质特点，以教师讲授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实物，教具，临

床病例，积极采用幻灯，录像，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化的工具进行全方位教学，以提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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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同时结合学生情况，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的

能力。

4.2 评价方法：

学生成绩考核由平时成绩、单元测试成绩和期末成绩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为出勤率、

听课情况、见习笔记等构成，占 20%；单元测试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50%，期末考试采

用理论闭卷测试的形式进行。

4.3 教材选编：

 谢幸、孔北华、段涛主编，《妇产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版。

 曹泽毅主编，《中华妇产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第 3版。

 刘新民编著，《妇产科手术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年，第 3版。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临

床执业医师）》，2019 修订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网络课程资源：2019 年我校开发了《妇产科学》智慧树平台共享课，其中包含了

执业医师考试妇产科科学部分大多数章节内容，每个短视频 15 分钟左右，配有课

后练习题及章节测试题。学生手机下载“知到 APP”，按流程注册后即可用手机随

时学习，可用于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检测学习效果，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

 参考资料：推荐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妇产科学各个亚专业权威的参考书

和最新的诊疗指南及专家共识，适当拓展知识面。

 教学资源：临床技能实验室可进行模拟教学。多所实践教学医院为学生提供临床见、

实习场所。

执笔：王 莹

刘 华

王桂丽

审核：李 洁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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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儿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64

学分：3.2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主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儿科常见病初步诊断与治

疗要点，培养学生的诊断及防治儿科常见病的能力，使学生能适应日后临床工作要求。它要

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学、统计学、实验诊断学、检体

诊断学、影像学、传染病学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儿科专业课的基础。

2.课程目标：

2.1知识目标：

 知道

儿童生长及发育的基本知识及儿童保健的重点；

不同年龄儿童体液平衡的特点、能量需求的特点及各系统解剖、生理特点；

儿童各系统常见疾病的病因、典型临床表现、主要辅助检查、诊断标准及治疗要点。

 领会

儿童体格发育的规律及评价方法；

儿童各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与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之间的关系；

儿童常见疾病的治疗目的及原则、预防策略。

 应用

能够根据病史、体格检查发现及必要的辅助检查结果对儿童常见疾病做出初步诊断，

制定初步治疗方案；

能够针对儿童主要疾病开展健康教育。

 分析

能够结合疾病的具体的临床特点对儿童常见疾病进行必要的鉴别诊断；

能够针对同一种疾病不同的临床特点对治疗方案做必要的调整。

2.2技能目标：

 能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完成小儿体格测量与初步评价、识别生长发育异常的儿童，

独立完成配方奶粉配制操作。

 能够在模拟人身上独立完成小儿腰椎穿刺术、骨髓穿刺术等基本操作，小组成员配

合完成新生儿复苏正压通气及胸外按压操作。

 能够较完整地进行儿童常见疾病的病史采集、较流畅地进行各系统体格检查，规范

书写儿科住院病历。

 能够根据患儿的病情、安全和成本效益等因素，选择适宜的临床检查方法并能说明

其合理性，对检查结果能做出判断和解释。

 能够依据病史和体格检查中的发现，形成初步判断，并进行鉴别诊断，提出合理的

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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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素质目标：

 认同儿科学在儿童成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动参与儿科学学习，具备终身学习

的能力。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合作精神和医患沟通能力。

 具备爱伤意识和同理心，对患儿尊重、关爱、同情，愿意全心全意为患儿服务。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第一章

绪论

1.识记：小儿年龄分期及各期的

起止时间。

2.理解：儿科学与成人医学的不

同；不同年龄段小儿的特点。

3.运用：能将不同年龄的小儿分

类，并归纳该年龄段的主要特

点。

1.思政设计：从建国后党

和政府对妇女儿童保健工

作的重视、儿童医疗及保

健的发展对儿童健康的促

进作用让学生体会儿科学

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2.利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为主，见习时进一步复习

巩固知识点。

理论

0.5 学时

2 第二章

小儿生长

发育

1.识记：小儿生长发育的基本规

律；体格生长常用指标及各个指

标的定义、青春期前的增长规

律；与体格生长有关的其他系统

的发育主要是骨骼、牙齿发育的

重要标志；

2.理解：影响生长发育的因素；

体格生长评价的内容及方法；儿

童神经心理发育的主要进程。

3.运用：对小儿体格发育常用指

标正确的测量；对儿童的体格发

育情况进行正确的评价，识别异

常；根据一般小儿神经心理发育

的重要里程推断小儿年龄。

1.思政设计：从近几十年

来我国儿童体重、身高公

式的变迁及体格生长标准

/参考值的变化方面体现

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儿童生

长的促进作用，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信

念。

2.利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小

儿生长发育的理论知识。

3.见习教学中让学生实地

测量不同年龄段小儿的体

格发育指标，并利用模具

分组练习，掌握小儿体格

发育常用指标的测量方法

及基本评价方法。

理论

1学时

实践

2学时

（含儿童

年龄分期

及特点、

生长发育

规律及常

用体格生

长指标的

测量与评

价及预防

接种知

识）

3 第三章

儿童保健

1.识记：现阶段小儿计划免疫的

种类及预防接种实施程序。

2.理解：预防接种常见的不良反

应及处理。

3.运用：能够明确各种婴儿的计

1.思政设计：结合人类消

灭天花、顾方舟教授研发

脊髓灰质炎疫苗、我国儿

童计划免疫范围的扩大及

当下我国政府推行全民免

理论

0.5 学时



537

划免疫疫苗的接种程序及不同

月/年龄小儿应该完成的基础免

疫疫苗。

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等案

例，让学生认同预防接种

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发

扬科学的探索精神，认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定道路自信。

2.结合教材及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官网文件介绍最

新的小儿计划免疫种类及

预防接种实施程序。

3.利用本院儿童保健科或

社区卫生站等校外教学基

地，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小

儿预防接种程序。

4 第四章

儿科疾病

诊治原则

1.识记：小儿脱水、低钾血症、

高钾血症、代谢性酸中毒的定

义、主要病因、临床表现及治疗

要点。液体疗法常用的溶液和小

儿液体疗法三部分各自的输液

量、速度、成分及顺序。

2.理解：儿童体液平衡的特点；

不同性质的脱水临床表现差异；

液体疗法常用溶液张力的计算。

3.运用：能够根据临床表现判断

脱水程度及可能存在的电解质

紊乱；能够结合临床表现及辅助

检查结果制定正确的补液方案，

对常见的电解质紊乱给出合理

的治疗。

1.利用多媒体课件、课堂

讲授儿童体液平衡的特点

和液体疗法理论。

2.见习腹泻病例，练习液

体疗法具体实施。

理论

2学时

5 第五章

营养和营

养障碍疾

病

（一）儿童营养基础、婴儿喂养、

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1.识记：小儿能量需求的五部

分，主要营养素与参考摄入量；

人乳的优点、婴幼儿三种喂养方

法、辅助食品引入的原则；蛋白

质-能量营养不良及单纯性肥胖

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2.理解：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1.思政设计：通过对比不

同时期营养障碍的发生

率，列举中国在粮食生产、

精准扶贫方面取得的成绩

和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

献，使学生进一步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鼓励学生把个人的理

想和目标融入到国家富强

理论

4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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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因及并发症及治疗原则；单

纯性肥胖的病因、鉴别诊断、治

疗原则及预防。

3.运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最佳喂养方式；能够根据小儿月

龄、体重、能量需求配制合适的

配方奶并指导喂养；能够进行蛋

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的分型和分

度诊断。

（二）营养性维生素 D缺乏（佝

偻病及手足搐搦症）

1.识记：营养性维生素 D缺乏性

佝偻病和维生素 D 缺乏性手足

搐搦症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

及预防。

2.理解：维生素 D 的来源及其在

人体内的转化过程；营养性维生

素D缺乏性佝偻病和维生素D缺

乏性手足搐搦症的病因及发病

机制。

3.运用：根据病史、临床表现及

必要的辅助检查做出营养性维

生素 D缺乏性佝偻病及维生素 D

缺乏性手足抽搦的诊断并进行

必要的鉴别诊断，给予合适的治

疗；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措

施预防维生素 D 缺乏。

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

中。

2.利用多媒体，结合典型

病例，课堂理论讲授儿童

营养基础、婴儿喂养、营

养不良和营养性维生素 D

缺乏（佝偻病及手足搐搦

症）的基础知识；

3.见习教学中，通过演示

及操作练习，使学生掌握

婴儿配方奶粉奶量的计算

以及配制方法；结合临床

病例，巩固掌握佝偻病临

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

防知识。

6 第六章

新生儿与

新生儿疾

病

1.识记：围产期的定义、新生儿

的分类及其定义、正常足月儿与

早产儿的外观及生理特点；新生

儿窒息的临床表现、诊断及复苏

方案、复苏流程；新生儿缺氧缺

血性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

疗要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要点；

生理性黄疸与病理性黄疸的鉴

别要点，溶血病的临床表现、诊

断及治疗要点；新生儿败血症的

1.思政设计：通过了解早

产儿“过五关斩六将”的

生存过程，激励学生树立

勇敢面对生活学习中遇到

的困难的勇气。通过新生

儿复苏操作练习培养学生

团队协作精神。

2.利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新生儿与新生儿疾病（新

生儿窒息新生儿缺氧缺血

性脑病、呼吸窘迫综合征、

理论

8学时

实践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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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及治疗要点；新生儿坏

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表现及

治疗要点。

2.理解：新生儿医学的重要性；

新生儿护理要点；新生儿窒息的

病因及病理生理；新生儿缺氧缺

血性脑病的发病机制及病理改

变；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产生、

作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

病因及发病机制；新生儿胆红素

代谢的特点，病理性黄疸常见的

原因，新生儿溶血病的病因与发

病机制；新生儿败血症的病因与

发病机制；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

肠炎的发病机制、病理生理。

3.运用：能够根据新生儿窒息的

危险因素及出生情况，组织团队

进行正确的初步复苏、正压通气

及按压与通气配合模拟操作；准

确判断新生儿复苏气管插管及

药物应用的指征；能够判断生理

性/病理性黄疸并做出合理的治

疗方案；能够根据病史、查体发

现及必要的辅助检查做出新生

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败血

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

初步诊断并进行必要的鉴别诊

断。

新生儿黄疸、新生儿溶血

病、新生儿败血症、新生

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基础

知识；

3.结合国内国际新生儿复

苏新进展，通过播放视频

及现场演示、模拟操作使

学生掌握新生儿复苏主要

流程；

4.见习时，指导学生进行

足月儿及早产儿外观特点

观察、原始反射的检查、

新生儿暖箱及远红外辐射

台的操作、新生儿黄疸的

测定以及光疗方法、指征、

注意事项；利用校内实训

基地模具，对学生进行新

生儿复苏操作训练。

7 第七章

免疫性疾

病

1.识记：过敏性紫癜（HSP）、

川崎病(KD)的临床表现、诊断及

治疗要点。

2.理解：小儿免疫系统的特点；

过敏性紫癜、川崎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病理。

3.运用：能够根据病史、查体发

现及必要的辅助检查对过敏性

紫癜、川崎病做出初步诊断，给

出主要治疗方案。

1.思政设计：通过过敏性

紫癜及川崎病发现、命名

来启发鼓励学生培养敏锐

的临床观察力和批判性思

维。

2.利用多媒体、课堂理论

讲授过敏性紫癜、川崎病

的基础知识。

3.见习教学中，结合典型

病例巩固掌握过敏性紫癜

理论

2学时

实践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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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川崎病的临床表现及治

疗要点。

8 第八章

感染性疾

病

1.识记：常见发疹性疾病（麻疹、

风疹、幼儿急疹、水痘、手足口

病、猩红热）病因、各种皮疹特

点和出疹规律、常见并发症及治

疗与预防要点；传染性单核细胞

增多症病因、临床表现与分型、

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要点。结

核病的诊断尤其结核菌素试验

阳性的判断方法及阳性和阴性

反应的临床意义，抗结核药物治

疗方案及结核病的预防；原发型

肺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主要

临床特点、诊断与鉴别诊断及治

疗要点。

2.理解：结核杆菌的特性；结核

病的发病机制；原发型肺结核的

病理改变；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病

机制及病理改变。

3.运用：能够根据前驱症状、出

疹规律、皮疹特点及发热与皮疹

的关系对儿童常见出疹性疾病

做出初步诊断。能够解释不同人

群结核菌素试验阳性及阴性结

果的意义；能够根据病史、查体

发现及必要的辅助检查做出原

发型肺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

初步诊断，根据临床特点拟定合

理的抗结核治疗方案。

1.思政设计：介绍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在传染病（麻

疹、结核病等）防治方面

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坚

定同学们对习近平同志提

出的“四个自信”（道路

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

信、文化自信）的理解。

2.对麻疹、水痘做系统讲

授，其他儿童常见发疹性

疾病从前驱全身症状、出

疹规律、皮疹特点及发热

与皮疹的关系方面对比讲

授。对传染性单核细胞增

多症结合《儿童 EB 病毒感

染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原则专家共识》（2021 版）

拓展讲授。

3.利用多媒体、课堂理论

讲授结核病概论、原发型

肺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

理论知识。

理论

2学时

实践

1学时

9 第九章

消化系统

疾病

1.识记：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及先天性巨结肠的临床表现、辅

助检查、诊断及手术治疗时机；

小儿腹泻病共同临床表现及几

种特殊类型肠炎如轮状病毒肠

炎等的临床表现；小儿腹泻病的

诊断与治疗（特别是第 1 个 24

小时的补液方案）。

1.思政设计：腹泻病是造

成婴幼儿营养不良，生长

发育障碍甚至死亡最常见

的疾病之一。我国政府高

度重视儿童腹泻病防治，

从 1992 年到 2020 年《腹

泻病诊疗指南》数次更新，

儿童腹泻病治疗取得长足

理论

3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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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及先天性巨结肠的发病机制及

病理。小儿腹泻病的易感因素、

病因及发病机制。

3.运用：能够根据典型的临床表

现做出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及先天性巨结肠的初步诊断并

进行鉴别诊断；根据临床表现及

必要的辅助检查做出小儿腹泻

的诊断并判断脱水程度、电解质

紊乱的类型，制定合理的补液方

案。

发展。通过 WHO 全球统计

数据欠发达地区与我国儿

童腹泻病发病率及死亡率

对比，体现我国党和政府

对儿童健康的重视及医疗

卫生事业的进步。

2.利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先天性巨结肠及小儿腹泻

病的基本知识；

3.见习教学中结合典型案

例，巩固掌握小儿腹泻并

脱水、电解质紊乱的诊断

及液体疗法的具体实施。

10 第十章

呼吸系统

疾病

1.识记：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包括两种特殊类型的上呼吸道

感染的临床表现及治疗原则；支

气管肺炎的病因、临床表现、诊

断及治疗要点；支气管哮喘的临

床表现、诊断及急性发作期和慢

性持续期用药。

2.理解：小儿呼吸系统的解剖生

理特点；小儿肺炎的分类及病理

生理；几种特殊病原体所致肺炎

的特点；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

制、危险因素以及儿童哮喘的教

育与管理。

3.运用：能够根据病史、查体及

辅助检查做出肺炎的诊断并进

行必要的分类、拟定初步治疗方

案；能够根据病史、查体及辅助

检查做出支气管哮喘的初步诊

断；能够根据哮喘发作严重程度

及分期给予正确的治疗方案。

1.思政设计：在肺炎的分

类及临床表现、治疗等环

节讲授中引入新冠肺炎案

例，通过国家勋章获得者

和我院全国“抗疫先进个

人”“最美抗疫情家庭”

等援鄂英雄事迹，激发学

生的职业自豪感，引导学

生树立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

精神。

2.通过多媒体，结合典型

病例，课堂讲授呼吸系统

的解剖生理特点及上呼吸

道感染、肺炎、支气管哮

喘的基本知识；

3.见习教学中，指导学生

分组进行呼吸系统疾病病

史采集及查体，掌握肺炎、

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思路。

理论

4学时

实践

3学时

11 第十一章

心血管系

统疾病

1.识记：先天性心脏病根据有无

分流分成三类以及各类的代表

性的疾病；房间隔缺损、室间隔

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及法洛四联

1.思政设计：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把社会保障与商

理论

2学时

实践

1学时



542

症的临床表现及常见并发症。

2.理解：胎儿血液循环及出生后

血循环的改变；小儿心率、血压

的特点；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因；

常见先天性心脏病的血液动力

学特征、X 线改变、确诊手段及

治疗进展。

3.运用：能够正确的进行心脏查

体；能够根据病史及查体特点、

X 线检查初步判断心脏缺损类

型。

业保险相结合是持续深化

医改的重大创新。从先天

性心脏病的危害、治疗介

绍我国城乡居民大病医疗

保险政策，体现党和政府

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2.通过多媒体、课堂讲授，

利用图片、动画及视频、

音频资料、模型，复习正

常胎儿血液循环及出生后

血循环的变化；讲解常见

先天性心脏病病理生理、

临床及 X 线表现、诊疗进

展；

3.见习教学，指导学生分

组进行循环系统疾病病史

采集及查体，掌握心脏视

诊、触诊、叩诊、听诊方

法。

12 第十二章

泌尿系统

疾病

1.识记：小儿肾小球疾病的临床

分类；急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

合症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要

点。

2.理解：泌尿系统解剖生理特

点，急性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发

病机制和重症病例及不典型病

例的表现；肾病综合症发病机

制、病理生理和并发症。

3.运用：能够根据病史、查体及

辅助检查做出急性肾炎的诊断

并拟定合理的治疗方案；能够根

据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做出肾

病综合征的初步诊断、进行临床

分型，对初治病例制定出正确的

治疗方案。

1.思政设计：（1）原发性

肾病综合征与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一切从实际出

发”的观点；（2）肾病综

合征治疗的发展历程与马

克思主义精髓“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的观点；

（3）肾病中药治疗与坚定

文化自信的观点；（4）尿

毒症的治疗与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观点及国家医

保政策、双向转诊制度相

结合的观点。

2.利用多媒体课件，课堂

讲授急性肾小球肾炎和肾

病综合征理论知识。注意

对比二者的病因、病理类

型、临床表现及预后的差

异；

理论

2学时

实践

1学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97%85%E5%8C%BB%E7%96%97%E4%BF%9D%E9%99%A9/89352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97%85%E5%8C%BB%E7%96%97%E4%BF%9D%E9%99%A9/893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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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习教学中，指导学生

分组进行泌尿系统疾病病

史采集及查体，掌握急性

肾炎及肾病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要点。

13 第十三章

造血系统

疾病

1.识记：不同年龄小儿血象特

点；小儿贫血的诊断标准、分类、

治疗原则；营养性贫血（缺铁性

贫血、巨幼细胞性贫血）的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及防治要点。

2.理解：铁代谢的特点；营养性

缺铁性贫血及巨幼细胞性贫血

的发病机制。

3.运用：能够根据血红蛋白水平

对不同年龄段小儿贫血做出诊

断；能够根据病史、临床表现及

血象初步判断贫血的类型并给

出合理的治疗方案。

1.思政设计：从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和政府为贫困地

区婴幼儿免费提供营养补

充剂使缺铁性贫血发生率

明显下降，使学生树立爱

国、爱党的信念，坚定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

2.利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不同年龄段小儿血象特

点，对比讲解两种常见的

营养性贫血的病因、发病

机制及临床表现差异。

3.见习教学中，结合典型

病例，建立缺铁性贫血的

诊断及鉴别诊断思路。

理论

3学时

实践

1学时

14 第十四章

神经肌肉

系统疾病

（一）惊厥

1.识记：惊厥的定义、小儿急性

病惊厥发作的特征、热性惊厥的

临床分型、各型的特点及防治措

施。

2.理解：小儿惊厥的病因分类与

特点。

（3）运用：根据临床特点判断

惊厥的病因并给予正确的急救

处理。

（二）急性细菌性脑膜炎

1.识记：急性细菌性脑膜炎的定

义、常见致病菌、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查（尤其是脑脊液特点）、

并发症与后遗症、诊断及治疗要

点。

2.理解：急性细菌性脑膜炎的发

病机制及病理改变；新生儿及幼

1.思政设计：惊厥是临床

常见的小儿急症，通过展

示儿童惊厥发作的录像，

让学生体会小儿惊厥的危

急性、家长的紧张、焦虑，

引起学生对该疾病的关

注，建立角色意识，产生

职业使命感，培养悲悯为

怀、以儿童病情为中心的

大爱之情，同时对学生进

行医患沟通技能的培养。

2.利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小儿惊厥及急性细菌性脑

膜炎的基础知识；

3.见习教学结合典型病

例，指导学生分组进行神

经系统疾病病史采集及神

经系统查体，掌握脑膜刺

理论

2学时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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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不典型的临床表现；腰椎穿刺

的适应征及禁忌症。

3.运用：能够正确的进行神经系

统查体；能够根据临床表现做出

初步诊断并合理检查；能够综合

临床和辅助检查结果制定出合

理的治疗方案。

激征、病理征的检查方法；

掌握小儿热性惊厥的临床

诊断、分型及急救处理措

施。

15 第十五章

内分泌疾

病

1.识记：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CH）新生儿期的表现及典型

症状、实验室检查包括新生儿筛

查、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要点。

2.理解：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的分类、常见病因；甲状腺激

素的生理和病理生理及与临床

表现的相关性；甲状腺素终生治

疗的意义、药物调整的依据及与

预后的关系。

3.运用：能够把握新生儿筛查的

时机、召回的标准；能够结合临

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对先天

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早期诊断

并鉴别；能够制定正确的药物治

疗方案并指导随访。

1.思政设计：通过介绍 CH

发病率高，对小儿神经系

统损害严重，我国《母婴

保健法》将其定为新生儿

免费筛查项目，让学生了

解并遵守医疗行业的基本

法律法规；通过介绍足月

儿 CH筛查时机、召回标准、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及可

疑症状小儿甲状腺功能检

测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

的辩证思维和严谨的工作

态度。

2.利用多媒体、课堂讲授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的理论知识；结合《母婴

保健法》、国家卫生计生

委文件，介绍先天性甲状

腺功能减低症新生儿筛查

的方法及意义；结合图片

讲解与唐氏综合征、佝偻

病、黏多糖病 1型等的鉴

别。

理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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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十六章

遗传性疾

病

1.识记：唐氏综合征的临床表

现、细胞遗传学检查、诊断及鉴

别诊断；苯丙酮尿症的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诊断与鉴别诊

断及主要治疗措施。

2.理解：唐氏综合征的遗传基

础；苯丙氨酸代谢途径、苯丙酮

尿症的发病机制。

3.运用：能够根据典型的临床表

现做出唐氏综合征的初步诊断

并结合必要的辅助检查鉴别诊

断；能够把握苯丙酮尿症新生儿

筛查的时机，结合临床表现选择

必要的辅助检查明确诊断并给

予合理的治疗。

1.思政设计：（1）通过展

示 3 月 21 日“世界唐氏综

合征日”活动海报，提高

学生对唐氏综合征的认

识，培养学生对公众进行

宣传教育的能力；通过“唐

宝宝”教育、成长的案例，

体会父母爱之伟大，教育

学生尊重、善待每一个生

命。（2）2 月 28 日是国际

罕见病日，苯丙酮尿症属

于我国《第一批罕见病》

目录病种。我国政府通过

苯丙酮尿症新生儿免费筛

查项目、印发《罕见病诊

疗指南》及多省份对 PKU

患儿给予资助或将治疗所

需特殊食品费用纳入医保

范围等措施，为罕见病患

者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2.利用多媒体、结合典型

病例，课堂理论讲授唐氏

综合征临床特征及苯丙酮

尿症的相关理论；

3.见习时如有典型病例则

结合病例进一步巩固复习

两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

理论

2学时

4.教学建议：

4.1教学方法：

在理论授课和临床见习过程中，综合运用案例教学和床旁教学、模拟教学、线上线下融

合等教学方法，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儿科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4.2评价方法：

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考核的方式，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20%，单元测试

占30%，期末考试成绩50%，期末考试采用理论闭卷测试的形式进行。

4.3教材选编：

 王卫平、孙锟、常立文主编，《儿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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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载芳、申昆玲、沈颖主编，《诸福棠实用儿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

第 8 版。

 孙琨、母得志主编，《儿童疾病与生长发育》，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第 1

版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临

床执业医师）》，2021 修订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网络课程资源：2020 年我校开发了《儿科学》智慧树平台共享课，其中包含了执

业医师考试儿科学部分大多数章节内容，每个短视频 15 分钟左右，配有课后练习题及

章节测试题。学生手机下载“知到 APP”，按流程注册后即可用手机随时学习，可用于

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检测学习效果，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

 参考资料：推荐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儿科学各个亚专业权威的参考书和

最新的诊疗指南及专家共识，适当拓展知识面。

 思政教育资源：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鼓励全体教师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思政教育培

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深入挖掘本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包含但不限于该教学

设计中涉及的思政教育点），主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宪法与法治以及职业理想、职业道德等思政教育融入理

论和实践教学的各环节，实现立德树人的远大目标。

执笔：季加芬

审核：张永峰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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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眼科学》课程标准
学时：40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医眼科学》是在中医基础及中医眼科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眼的解剖生理、病因病机、

辩证论制及预防护理的临床学科。因为临床的需要，课程中加入部分西医眼科的基础知识，

教学内容符合中医院校中医师教学要求，内容实用，精炼，通过多媒体、眼科模型、图片、

病例分析等的教学，使学生能够达到初步掌握中西医眼科基本理论，常见疾病的诊治及简单

技能操作的目的。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1）掌握眼的解剖生理、病因病机、辩证论制及预防护理。

（2）掌握眼部重要疾病症状，病因病机，治疗方法。

2.2 技能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运用望闻问切四诊知识诊断眼部相关疾病。

2.通过教学，使学生在了解中医眼科学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

自豪感，巩固专业思想。

2.3 素质目标：

1.使学生能够达到初步掌握中西医眼科基本理论，常见疾病的诊治及简单技能操作的

目的；

2.通过授之以渔，课堂中应用安全有效的方法治疗学生疾病，让学生切实看到疗效，

建立对中医的信心，鼓励学生积极探索现代医学以外的医疗方案。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第一章

绪论

教学内容：

中医眼科的发展时期和眼科历代名

医名著。

教学要求：

1. 掌握中医眼科历史分期和中医

眼科主要著作及作者。

2. 了解中医眼科的发展概况及主

要成就。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

理论

1.5 学

时

第二章

眼的解剖与生理

功能

教学内容：

眼球的解剖和生理功能。

教学要求：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理论 3

学时



548

1. 掌握眼球的应用解剖和生理功

能；

2. 熟悉眼的附属器的解剖和生理

功能；

3. 了解眼的血液供应和神经支配；

4. 了解中西医眼科解剖名词对照。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眼部模型

第三章

眼与脏腑经络的

生理关系

教学内容：

1.眼与五脏六腑的生理关系。

2.眼与经络的关系

教学要求：

1.熟悉眼与五脏六腑的生理关系。

2.了解眼与经络的关系。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模型

理论 1

学时

第四章

病因病机

教学内容：

1. 病因

2. 病机

教学要求：

1. 熟悉六淫、七情所致眼病的病因

病机及其致病特点；

2. 了解其他病因所致眼病的发生

和发展变化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的

密切关系。

3. 病机部分自学。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病例分析

理论 1

学时

第五章

眼科诊法

教学内容：

1. 眼科四诊

2. 眼科常用辨证法

3. 眼科常规检查

4. 眼科特殊检查

教学要求：

1. 掌握问诊及中心视力的检查方

法。

2. 了解视野、色觉、立体视力的检

查方法及翻转眼睑的方法。

3. 掌握五轮辩证法。

4. 熟悉其它外眼检查。

5. 熟悉辨常见症。

6. 了解眼底检查、裂隙灯显微镜检

查。

7. 了解辨翳与膜、辨内障与外障。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在安全前提下每次课

挑选一名学生演示眼

部检查方法。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现场演示

理论

2.5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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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了解眼科特殊检查。

第六章

眼科治疗概要

教学内容：

1. 眼科常用内治法

2. 眼科常用外治法

3. 眼科常用方药

4. 眼科针灸推拿治疗

5. 眼科激光治疗

教学要求：

1. 实习滴眼药水，涂眼药膏法；2.

熟悉中医眼科内治法，掌握退翳明

目法的应用；

2. 了解其他治疗方法；

3. 了解眼科常用药物。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在安全前提下挑选一

名学生演示眼部针灸

推拿治疗方法。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现场演示

理论 1

学时

第六章

眼病的护理与预

防

教学内容：

1. 眼病的护理

2. 眼病的预防

教学要求：

1. 熟悉眼部护理方法

2. 掌握眼部疾病预防方法，应用于

日常生活中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

理论

0.5 学

时

第八章

胞睑疾病

教学内容：

1. 针眼

2. 胞生痰核

3. 风赤疮痍

4. 睑弦赤烂

5. 上胞下垂

6. 睑轮振跳

7. 椒疮

8. 母劄

教学要求：

1. 掌握针眼、椒疮的诊断、病因病

机、辨证论治及针眼于胞生痰核的

鉴别诊断；

2. 熟悉胞睑疾病主要病因病机和

治疗原则及睑弦赤烂的诊断和辨证

论治；

3. 了解胞睑疾病是常见病、多发

病，其发病多与脾胃有关；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

理论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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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胞生痰核、上胞下垂、睑内

结石的诊治要点；

5. 风赤疮痍、眼丹、胞轮震跳、栗

疮、目剳自学；重点：针眼、椒疮

的诊断、病因病机、辨证论治。

第九章

两眦疾病

教学内容：

1. 流泪症

2. 漏睛

3. 漏睛疮

教学要求：

1.掌握漏睛的诊断、病因病机、及

治疗；其发病与心和小肠有关；2.

了解流泪症的诊断、辨证论治；了

解漏睛疮的诊治意义。

重点：漏睛的诊断、病因病机。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病例幻灯

理论 1

学时

第十章

白睛疾病

教学内容：

1. 风热赤眼

2. 天行赤眼

3. 天行赤眼暴翳

4. 脓漏眼

5. 时复目痒

6. 金疳

7. 白涩症

8. 胬肉攀睛

9. 白睛溢血

10. 火疳

教学要求：

1. 掌握风热赤眼、天行赤眼的病因

病机、诊断、辨证论治及预防；

2. 熟悉时复目痒的诊断、辨证论

治；

3. 了解白睛疾病是常见病、多发

病，其发病多与肺和大肠有关；

4. 了解天行赤眼暴翳、金疳、胬肉

攀睛、白睛溢血的诊断要点；

5.火疳、白涩症、脓漏眼自学。

重点：暴风客热、天行赤眼的病因

病机、诊断、辨证论治及预防。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

理论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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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黑睛疾病

教学内容：

1. 聚星障

2. 凝脂翳

3. 湿翳

4. 花翳白陷

5. 混睛障

6. 宿翳

教学要求：

1. 掌握聚星障的诊断、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

2. 掌握白睛红赤、抱轮红赤、白睛

混赤的鉴别；

3. 熟悉黑睛疾病的致病特点、主要

病因病机和治疗原则；

4. 了解黑睛疾病是常见病、多发

病，容易影响视力，其发病多与肝

胆有关；

5. 了解湿翳、凝脂翳。混睛障、花

翳白陷、宿翳的诊断要点；

6. 疳积上目、暴露赤眼生翳自学。

重点：聚星障的诊断、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湿翳、凝聚翳的诊断；

白睛红赤、抱轮红赤、白睛混赤的

鉴别。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病例幻灯片

理论 3

学时

第十二章

瞳神疾病

教学内容：

1. 瞳神紧小、瞳神干缺

2. 五风内障

3. 圆翳内障

4. 云雾移晴

5. 暴盲

6. 视衣脱离

7. 消渴内障

8. 视瞻有色

9. 视瞻昏渺

10. 高凤内障

11. 青盲

教学要求：

1.掌握瞳神紧小的病因病机、诊断、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病例幻灯片

理论 1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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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散瞳治疗及激素治疗的

重要性和所用药物；

2.掌握绿风内障的病因病机、诊断、

辨证论治及抢救治疗的方法，熟悉

绿风内障常用降压药物及作用原

理；

3.掌握天行赤眼、瞳神紧小、绿风

内障三者的鉴别诊断；

4.掌握圆翳内障的病因病机、诊断、

临床分期、辨证论治；

5.掌握络阻暴盲、络损暴盲、目系

暴盲的病因病机、诊断、辨证论治

及抢救实力要配合使用的西药；

6.掌握消渴目病的临床分期、病因

病机、诊断、辨证论治、了解其激

光治疗的原理；掌握消渴目病与络

损暴盲所致眼底出血的鉴别；

7.熟悉视瞻有色、青盲的诊断、辨

证论治；

8.了解瞳神疾病的含义、病因病机

的复杂性和影响视力的严重性；

9.了解瞳神干缺的诊治要点；了解

视瞻昏渺、云雾移晴、高风内障、

视衣脱离的诊治要点；了解瞳神紧

小和瞳神干缺的鉴别。

10.重点：瞳神紧小的病因病机、诊

断、辨证论治及散瞳的意义；绿风

内障降低眼压的方法及重要性；络

组暴盲、目系暴盲的病因病机、诊

断、辨证论治；消渴目病的临床分

期、病因病机、诊断、辨证论治。

第十三章

目眶疾病

教学内容：

1. 眼棱骨痛

2. 突起睛高

3. 鹘眼凝睛

教学要求：

1.了解眼棱骨痛、突起睛高、鹘眼

凝睛、珠突出眶、眼眶假瘤诊断要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案例幻灯片

理论

0.5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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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第十四章

外伤眼病

教学内容：

1. 异物入目

2. 撞击伤目

3. 真睛破损

4. 酸碱伤目

5. 辐射伤目

6. 热烫伤目

教学要求：

1. 掌握异物入目的诊断及角膜异

物的剔除方法；

2. 掌握撞击伤目、真睛破损的诊

断、辨证论治及常用外治法；3.掌

握化学性眼损伤常见病因病机、一

般治法原则、急救措施及预防注意

事项；

4.了解辐射性眼损伤、热烧伤的诊

治要点。

重点：异物入目的诊断及角膜异物

的剔出方法；化学性眼损伤常见病

因病机、一般治法原则、急救措施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案例幻灯片

理论 3

学时

第十五章

其它眼病

教学内容：

1. 近视

2. 远视

3. 目倦

4. 通睛

5. 风牵偏视

教学要求：

1. 掌握眼的屈光状态、调解与集合

的概念；

2. 掌握近视、远视的诊断、辨证论

治、针刺治疗常用穴位及验光配镜

的意义；

3. 熟悉视疲劳的诊断和辨证论治；

4. 了解检影验光的方法和意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

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

体、板书、案例幻灯片

理论 2

学时



554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多媒体演示、教具示教为主，结合课堂提问、布置复习思考题等方法进

行教学。

通过大量的多媒体演示图，尽量给学生以生动直观的印象，培养其对眼科疾病的认识、

诊断及处理能力，使其深刻领会中医眼科内涵与精髓，掌握眼科辩证法在临床中的实际应用。

考试或考查应以把握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为主，切忌偏怪冷僻内容，以免学生学习重

点和方向的偏离。

4.2 评价方法：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学生出勤情况、平时测验提问及理

论考试综合评价。

4.3 教材选编：

彭清华主编，《中国眼科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5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庄 静

审核：庄 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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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社会医学》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中医学专业的学生了解社会

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明确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方针，熟悉全球卫生策略、医疗

卫生相关政策与法规，了解卫生改革、卫生领域内经济活动及医院管理的相关知识，使

学生知晓社区卫生服务的意义及内容。课程旨在培养中医学专业的学生正确的健康观、

卫生观以及对当前卫生事业发展存在问题的正确态度，培养学生服务卫生事业尤其是社

区卫生服务的职业愿景。它要以中医学导论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全科医

学概论、社会心理学、医患沟通与技巧、卫生法学课程的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中医学专业的学生了解社会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明

确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方针，熟悉全球卫生策略、医疗卫生相关政策与法规，了解卫

生改革、卫生领域内经济活动及医院管理的相关知识，使学生知晓社区卫生服务的意义

及内容。课程旨在培养中医学专业的学生正确的健康观、卫生观以及对当前卫生事业发

展存在问题的正确态度，培养学生服务卫生事业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的职业愿景。

2.1 知识目标：

 知道社会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知道全球卫生策略的内涵。

 领会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与意义。

 领会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方针以及“健康中国 2030 行动”的框架。

 能够分析卫生改革、卫生领域内经济活动。

 能够分析医院管理的实际问题。

2.2 技能目标：

 培养学生基础的分析卫生事业发展及医院管理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会应用社会因素进行医学活动的能力。

 培养学生基本的卫生经济管理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3 素质目标：

 培养本专业的学生正确的健康观、卫生观。

 使学生形成对当前医疗卫生行业存在问题的正确态度。

培养学生服务卫生事业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的职业愿景。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卫生事业

管理学绪

1.卫生事业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事业的概念，卫生

1.以当前学生

较为关注的人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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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事业的特点。

理解：能够解释现阶段我国卫生事业的

性质。

2.卫生事业管理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事业管理的概念，

卫生事业管理的主体与客体。

理解：能够说明卫生事业管理主体与客

体间的关系，能够阐释我国卫生与健康

工作方针。

运用：能够应用卫生事业管理的手段解

决基本的卫生事业管理问题。

热点问题作为

导入；

2.以多媒体结

合卫生改革与

发展案例课堂

讲授；

3.布置学生课

外阅读2000年

世界卫生组织

报告。

4.通过卫生事

业的公益性、

福利性讲解进

行思政教育。

2 卫生组织 1.卫生组织概述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组织体系的概念与

类型。

理解：能够描述卫生组织的构成，能够

阐释我国卫生组织体系的特点。

2.卫生组织体系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组织体系的概念。

理解：能够描述我国各类卫生组织体系

的构成、职能分类和城乡设置差异。

3.卫生组织管理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组织体系结构设计

基本原则。

理解：能够描述卫生组织绩效管理及有

效治理的目标与手段。

1.以区域内卫

生组织现状进

行导入；

2.以多媒体结

合卫生改革与

发展案例课堂

讲授；

3.布置学生分

组进行区域内

卫生组织的调

查。

理论 2 学

时

3 卫生改革

与健康中

国建设

1.卫生改革概述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改革的概念与目标。

理解：能够阐释改革的步骤与动因。

运用：能够初步评价当前我国卫生改革。

2.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历程

识记：能够知道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

阶段及阶段特征。

理解：能够阐释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

的时代背景与原因机理。

3.新医改与健康中国建设

1.以当前学生

关注的新医改

热点案例导

入；

2.以多媒体结

合卫生改革与

发展案例课堂

讲授；

3.组织学生收

集当前深化医

理论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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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能够知道新医改的框架与健康中

国建设的主要内容与策略。

理解：能够描述新医改的背景；能够阐

释新医改的原则。

运用：能够解释当前我国医改中的相关

问题，能够预测我国医改的趋势。

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案例并进

行评价。

4.帮助学生理

解优质高效医

疗卫生服务体

系和卫生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

意义与方法，

进行课程思政

教育。

4 卫生总费

用

1.卫生总费用概述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总费用与卫生资源

的概念。

理解：能够归纳卫生总费用的研究历程

以及研究意义。

运用：能够运用卫生总费用探讨其在政

策运行中的作用。

2.卫生总费用分析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总费用分析的具体

指标。

理解：能够理解卫生总费用具体指标的

分类以及内涵。

运用：能够运用具体指标进行卫生总费

用的筹资分析、流向分析和相关政策分

析。

1.引入章前案

例，启发学生

对卫生资源及

其资源配置思

考与学习兴

趣。

2、课堂开展小

组讨论，加深

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

3.课后参与实

地调研与问题

分析，提高对

知识的应用能

力。

5 卫生服务

需求与供

给

1.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概述

识记：能够知道需求与供给的概念，卫

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内涵。

理解：能够归纳卫生服务需求、卫生服

务供给的特点。

运用：能够运用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理

论分析我国居民卫生服务需求现状、机

构卫生服务供给现状。

2.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弹性及影响因

素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

影响因素。

1.课堂开展小

组讨论，加深

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

2.指导学生现

场调查，了解

居民的卫生服

务需求现状和

医生的供给现

状。



558

理解：能够理解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弹

性的计算方法以及数值含义。

运用：能够运用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弹

性理论分析卫生服务产品的特点。

6 健康保险 识记：能够知道健康的概念，各类社会

保障制度的概念与内容。

理解：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

联系与区别，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

任务以及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运用：能够对不同模式健康保险制度的

优点与缺点进行比较与评价。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

体、结合实际

案例与相关研

究成果进行课

堂讲授

7 卫生经济

学评价

1.卫生经济学评价概述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经济学评价的含义、

卫生经济学评价的产生与发展；

理解：能够领会卫生经济学评价的意义、

卫生经济学评价的应用领域、卫生经济

学评价的基本内容。

运用：能够综合判断卫生经济学评价对

卫生服务方案的适用性。

2.卫生经济学评价的方法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经济学评价常用方

法的涵义及其投入产出指标。

理解：能够领会最小成本、成本效果、

成本效益、成本效用四种分析方法之间

的区别与联系。

运用：能够综合选择卫生经济学评价方

法对卫生服务方案进行评价。

3.卫生经济学评价步骤

识记：能够知道卫生经济学评价步骤的

基本内容和组成。

理解：能够理解各评价步骤的主要任务、

方法和注意事项。

运用：能够综合正确的评价步骤对卫生

服务方案进行评价。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

体、课堂讲授；

3.案例教学、

小组讨论

8 医学模式 1.医学模式的概念

识记：医学模式的概念。

2.医学模式的演变

1.章前案例

2.利用多媒体

结合社会实例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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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医学模式的演变类型。

理解：各医学模式的特点及缺陷。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与健康观

识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

内涵；健康观。

理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产生

背景；环境健康医学模式和综合健康医

学模式。

课堂讲授

9 社会 因素

与健康

1.概述

识记：社会因素的内涵；社会因素影响

健康的规律与特点

2.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

识记：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的关系

3.社会环境因素与健康

领会：人口与健康的关系；社会网络与

健康的关系；社会阶层与健康的关系。

4.社会文化因素与健康

识记：文化的概念；文化的特点；文化

影响健康的特点。

领会：不同文化类型对健康的作用方式；

教育、习俗对健康的影响。

1.问题导入

2.利用多媒体

结合社会实例

课堂讲授

理论 2 学

时

10 社区 卫生

服务

1.社区卫生服务概述

识记：社区的概念；社区卫生服务的概

念；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

领会：社区卫生服务的意义；社区的构

成要素;社区卫生服务与全科医学。

2.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与内容

识记：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

领会：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

3.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领会：社区卫生服务的方式

运用：综合分析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

需要面对的问题。

1.案例导入

2.利用多媒体

结合社会实例

进行课堂讲授

理论 2 学

时

11 社会 卫生

状况 及策

略

1.社会卫生状况概述

识记：社会卫生状况概念。

领会：社会卫生状况评价；社会卫生状

况评价资料来源；社会卫生状况评价指

标。

1.问题导入

2.利用多媒体

结合社会实例

课堂讲授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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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社会卫生状况

领会：我国社会卫生状况。“健康中国

2030”。

3.全球卫生状况

领会：全球卫生状况；全球卫生策略（21

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初级卫生保健、

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2 医院文化 1.医院文化概述

识记：能够知道医院文化的概念。

理解：能够归纳总结医院文化的历史沿

革。

运用：能够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2.医院文化的特点、功能与内容

识记：能够知道医院文化的特点、功能。

理解：能够归纳总结医院文化的内容。

运用：能够对具体案例进行诊断，分析

医院文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建议。

1.由“文化自

信”导入主题

2.利用多媒体

课堂讲授，结

合实际案例特

别是抗击疫情

中的典型案例

进行知识讲

解，并结合小

组讨论强化对

知识的理解

理论 2 学

时

13 医疗质量

管理

1.医疗质量管理概述

2.医疗质量管理方法与工具

3.医疗质量评价

4.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教学要求：

识记:能够知道医疗质量、医疗质量管理

概念；能够知道医疗质量管理工具；

理解：能够说明不同医疗质量管理工具

的用途。

运用：能够运用 PDCA 分析解决医疗质量

问题。

1.案例导入

2.利用多媒体

授课，结合医

院质量管理实

例进行课堂讲

授

理论 2 学

时

14 医疗器械

管理

1.医疗器械

识记：能够知道医疗器械的定义及发展

史、医疗器械的分类。

理解：能够识别什么是医疗器械。

运用：能够运用医疗器械的分类对于各

类医疗器械的备案和注册进行鉴别。

2.医疗器械管理

识记：能够知道医疗器械管理的定义及

1.课前预习

2.利用多媒

体、结合图片、

实际案例课堂

讲授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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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医疗器械发展趋势。

理解：能够说明归纳医疗器械存在问题，

了解发展趋势。

运用：能够针对具体的医疗器械分析出

其管理的特点。

15 医疗安全

管理

1.医疗安全

识记：能够知道医疗安全的有关概念。

理解：能够列举医疗安全的主要影响因

素。

2.医疗安全保障措施

识记：能够知道医院安全管理组织作用。

理解：能够列举有创和侵入性诊疗安全

措施。

运用：能够分析如何进行医务人员的有

效沟通和患者如何参与医疗安全。

3.医院感染管理

识记：能够知道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

施。

理解：能够列举医院感染的原因、医院

感染的监测内容。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论述如何做好

医院感染防控工作。

4.医疗事故管理

识记：医疗事故的定义

理解：能够列举医疗事故的防范措施。

运用：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论述如何做好

医疗事故的防范工作。

1.课前预习

2. 利 用 多 媒

体、结合图片、

视频、实际案

例、课堂讲授

理论 2 学

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案例讨论为主要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结合案例教学，在充分

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运用启发式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全面牢固地掌

握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的基本理论。

4.2 评价方法：

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 25%，期末考试成绩占 75%。

4.3 教材选编：

 张鹭鹭，王羽主编，《医院管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第 2版。

 孟庆跃主编，《卫生经济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第 1 版。

 梁万年主编，《卫生事业管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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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鲁主编，《社会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5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组成该课程的卫生事业管理学、卫生经济学、社会医学与医院管理学皆为省级精品课程，

有不断更新的课程学习网站可供学生参考。该课程可依赖网络教学资源较多，与相应专业培

养目标特点整合、修改后，一系列视频、课件、教案和讲稿均可提供重要参考，为后续数字

化教学资源研发提供保障。

执笔：郭洪伟

审核：井淇

审定：孙银贵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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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各家学说》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 课程概述：

《中医各家学说》是研究中医历史上产生的医学流派，各家学术思想及经验特点的价值

与意义的一门课程，是高等院校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也是对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终身教育的重要课程。

中医学有众多不同学术流派，掌握中医不同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学术思想及

成就及其在中医学术发展中的贡献，可以提高学生中医药学术水平，提升学生对本课程的重

视，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引导学生对古代医家思想及医药文献的接触与探究，培

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1.了解中医学术流派的产生、演变、学术贡献及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影响；

2.了解中医各家学术思想形成的原因、内涵、特点及经验特点的价值和意义

2.2 技能目标：

1.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能力。

2.能够运用所学的各家基本理论，初步应用于临床诊治疾病。

2.3 素质目标：

1.在学习的过程中，树立科学的学习观，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归纳、推理能力；

2.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活跃学术思想，开阔学术视野，深化思维水平，提高实践能

力。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

学时

1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中医各家

学说的学

术起源

教学内容：

一、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二、学术争鸣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

用。

教学要求：

1、掌握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和各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价值和意

义；

2、熟悉各家学说学术流派的纵横关

系及基本概况；

3、了解各家学说及其学术争鸣在中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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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 第二章

中医各家

学说的形

成与发展

教学内容：

一、中医各家学说的形成各家学说的

形成因素

二、各家学说的传承形式与特征

教学要求：

1、掌握：各家学说的传承的主要形

式、学术特征、主要规律。

2、熟悉：各家学说学术流派学术特

征的基本概况。

3、了解：各家学说形成因素。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理论 2

学时

3 第三章

各家学术

争鸣与中

医理论发

展

教学内容：

一、阴阳五行学说

二、五运六气学说

三、藏象学说

四、气血理论

五、经络学说

六、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学说

七、病因学说

八、四诊、八纲

九、治则、治法

教学要求：

1、掌握：历代各家学术争鸣的主要

学说。

2、熟悉：各家学术争鸣主要学说的

主要内容。

3、了解：各家学术争鸣主要学说的

意义和价值。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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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篇

中医

学派

第四章

各家学说

学习方法

教学内容：

一、循名责实，勘求真理

二、掌握特点，了解全面

三、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四、结合临床，领悟学说

教学要求：

1、掌握：使用各家学说学习方法。

2、熟悉：各家学说学习特点。

3、了解：各家学说适用的各种不同

的学习方法场景。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5 第五章

中医学派

的界定与

划分

教学内容：

一、中医学说、学派的界定

二、中医学派的划分

教学要求：

1、掌握：医家学说、医家学派、医

学流派界定标准。

2、熟悉：中医学派主要派别。

3、了解：中医学派划分标准。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6 第六章

主要学术

流派介绍

教学内容：

一、河间学派

二、易水学派

三、丹溪学派

四、攻邪学派

五、温补学派

六、伤寒、温病研究诸家

七、汇通思潮下研究诸家

教学要求：

1、掌握：中医不同学派的主要代表

人物、重要著作。

2、熟悉：不同学派的核心学术思想

理论主张和实践特点。

3、了解：不同学派的贡献、成就和

学术地位。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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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篇

历代

著名

医家

第七章

晋唐时期

教学内容：

一、陈延之

二、王冰

三、孙思邈

教学要求：

1、掌握：晋唐时期中医学派特点、

主要代表人物、重要著作。

2、熟悉：代表人物各自的学术思想

及观点。

3、了解：代表人物各自的贡献和影

响。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8 第八章

两宋时期

教学内容：

一、钱乙

二、陈自明

三、鹿安时

四、陈言

教学要求：

1、掌握：两宋时期中医学派特点、

主要代表人物、重要著作。

2、熟悉：代表人物各自的学术思想

及观点。

3、了解：代表人物各自的贡献和影

响。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9 第九章

金元时期

教学内容：

一、刘完素

二、张元素

三、张从正

四、李杲

五、王好古

六、朱震字

七、王履

教学要求：

1、掌握：金元时期中医学派特点、

主要代表人物、重要著作。

2、熟悉：代表人物各自的学术思想

及观点。

3、了解：代表人物各自的贡献和影

响。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567

10 第十章

明代

教学内容：

一、薛己

二、李时珍

三、孙一奎

四、缪希雍

五、张介宾

六、吴有性

七、喻昌

八、李中梓

九、绮石

教学要求：

1、掌握：明代时期中医学派特点、

主要代表人物、重要著作。

2、熟悉：代表人物各自的学术思想

及观点。

3、了解：代表人物各自的贡献和影

响。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11 第十一章

清代、民国

初期

教学内容：

一、叶桂

二、薛雪

三、王士雄

教学要求：

1、掌握：清代、民国初期中医学派

特点、主要代表人物、重要著作。

2、熟悉：代表人物各自的学术思想

及观点。

3、了解：代表人物各自的贡献和影

响。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

行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手段：

多媒体、板书、

病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总体教学方法设计为：多以教师讲授、指导为主，学生自学为辅；课后阅读

多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

本课教学中，运用问题启发式、图片展示法等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掌握要点的同时，

树立自主学习的信心，由既往习惯性的被动学习逐步走向主动学习。

4.2 评价方法：考试应以把握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为主，应通过知识测试和能力测试应

结合进行，各占一定比例，防止只重知识考试，而忽视能力培养的问题出现。切忌偏怪冷僻，

以免学生复习方向和重点发生偏离。

4.3 教材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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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力，戴铭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11 月第 5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庄 静

审核：庄 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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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经典背诵》课程标准

学时：24

学分：1.5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经典背诵是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启蒙教育方式，自古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医教育的重要基

础方式，但近年来背诵越来越被现代教育所忽视。中医学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留下了如《黄

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经典。这些经典有助于建立中医思维模式、

提高临床能力，而背诵是掌握其内涵的重要环节。为提高教学效果，应重视背诵对中医药教

学、对中医人才培养的作用。中医经典的背诵作为中医学子必经阶段，在本科阶段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背诵并理解《黄帝内经》重点条文。

 背诵并理解《伤寒论》重点条文。

 背诵并理解《金匮要略》重点条文。

 背诵并理解《温病学》重点条文。

2.2 技能目标：

 培养自我学习能力、信息管理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实践能力。

 掌握中医课程学习的策略与学习技巧。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能力。

2.3 素质目标：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真正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重视对学

生进行道德修养的提升以及中医思维的培养。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有所获。

 授之以渔，加强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本着“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的原则，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一世纪人

才”的目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增强学生中医学习的信心、创建中医思维模式，使学生热爱中医学、发扬中医学，

不断进行中医学的科学创新与传承。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课时

1 第一章

《黄帝内经》

重点条文

教学内容：

一、《黄帝内经》重点条文讲解

二、《黄帝内经》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黄帝内经》条文背诵技巧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相关文献资料进行

课堂讲授。

理论 6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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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识记：《黄帝内经》重点条文背诵、

理解。

理解：《黄帝内经》中中医临床思维。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2 第二章

《伤寒论》重点

条文

教学内容：

一、《伤寒论》重点条文讲解

二、《伤寒论》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伤寒论》条文背诵技巧

四、《伤寒论》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伤寒论》重点条文背诵、理

解。

理解：《伤寒论》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配合

相关文献、案例分

析进行课堂讲授。

理论 6 学

时

3 第三章

《金匮要略》重

点条文

教学内容：

一、《金匮要略》重点条文讲解

二、《金匮要略》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金匮要略》条文背诵技巧

四、《金匮要略》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金匮要略》重点条文背诵、

理解。

理解：《金匮要略》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案例

讨论、利用教学课

件进行课堂讲授。

理论 6 学

时

4 第四章

《温病学》重点

条文

教学内容：

一、《温病学》重点条文讲解

二、《温病学》中中医临床思维

三、《温病学》条文背诵技巧

四、《温病学》相关案例分析讲解

教学要求：

识记：《温病学》重点条文背诵、理

解。

理解：《温病学》中中医临床思维、

临床应用。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案例

讨论、利用教学课

件进行课堂讲授。

理论 6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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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学习态

度、严谨细致的专业学风。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1）课堂理论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组织学生展开

必要的讨论，以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2）应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注意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师素质、专业形象的培养。

4.2 评价方法：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考核形式采用全过程性考核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5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学条件

（1）师资条件教师均接受中医类专业全日制教育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并具备良好的人

文素养及专业素质。

（2）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4.4 教材选编：

翟双庆，黎敬波主编，《内经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5版。

王庆国，周春祥主编，《伤寒论选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5 版。

范永升，姜德友主编，《金匮要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版。

谷晓红，马建主编，《温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和实践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庄 静

审核：庄 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572

中医学专业

《中国医学史》课程标准

学时：32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中国医学史》是研究中国医学起源、形成发展过程的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是高等院

校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也是

对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终身教育的重要课程。

2.课程目标：

2.1 知识目标

通过中国医学史理论知识的学习，掌握中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理清中医学的历史

成就，总结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规律。

2.2 技能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医学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成就，理解中医学特色形成的原因和

本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在怎样对待历史遗产，如何把握医

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联系，以及医药实践与医药

理论的辩证关系等问题上提高思维能力和水平。在此基础上，使学生学会怎样揭示中医学的

发展规律。

2.通过教学，使学生在了解中医学历史的同时，培养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

豪感，巩固专业思想。同时，通过教学，使学生在端正科学态度，深化科学思想，掌握科学

方法方面受到应有的训练，为提高素质，学好其他各门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2.3 素质目标：

1.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古代名医的思想境界、感受

中医的无穷魅力；

2.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加深入地体会古代中医传统思想的魅力，提升本课程的学

习兴趣；

3.通过儒医、仁术、大医精诚的阐释，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具有一

定的儒医、仁术及大医精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3.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绪论

教学内容：

1. 概括介绍中医学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主要成就并由此决定的不

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

2. 简要叙述中医学不同时代的

主要历史成就。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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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 明确《中国医学史》课程的性

质、学习目的、要求和方法。

2. 掌握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和历史成就的概貌。

第一章医学的起

源（远古～前 21

世纪）

教学内容：

1. 介绍有关医学起源的考古发

现和历史传说。

2. 重点叙述原始人类在生产和

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医药

经验和知识。

3. 评述医学起源问题的不同观

点。

4. 分析中医学起源的地域和人

文特点。

教学要求：

掌握医学起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

实践的史实，确立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和方法分析批判各种错误的医

学起源论。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2

学时

第二章早期的医

药卫生知识和实

践

（夏～春秋 前

21世纪～前476）

教学内容：

1、简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科技文

化、意识形态状况。

2、重点讲解各方面医药知识。

（1）介绍各种史籍记载的有关对

疾病认识的知识，如对病因的探

索，对流行病的观察，对疾病的

诊断方法，对疾病的治疗方法等；

（2）介绍史籍记载的有关药物知

识，重点介绍《诗经》和《山海

经》的药物记载；

（3）介绍酒和汤液的发明，并分

析其历史意义；

（4）介绍当时卫生保健和医事制

度成就。

3、论述医学理论的萌芽

（1）介绍当时相关的哲学思想及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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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中医理论形成的影响；

（2）分析中医学各方面理论萌芽

的学术方向特点及其原因。

教学要求：

1. 掌握早期医药卫生实践和逐

步总结积累起来的医药知识。

2. 认识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

化和哲学思想对中医学术方向产

生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章

中医学术体系的

建立

（战国～三国

前 475～265）

教学内容：

1、简述社会背景和科技文化、意

识形态状况；

2、介绍分析诸汉墓出土医书的内

容和价值；

3、论述“四大经典”的主要内容

与意义；

4、阐述中医理、法、方、药学术

体系和辨证论治临床原则的特点

和意义。

教学要求：

了解中医学术体系形成的基本条

件和相关因素；理解“四大经

典”的意义及对后世的影响；掌

握中医理、法、方、药体系和辨

证论治原则的特点和意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4

学时

第四章

医学各科的充分

发展（西晋～五

代 265～960）

教学内容：

1、简述社会背景与科技文化、意

识形态状况；

2、简述在医籍整理和注释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

3、介绍脉学和病源证候学成就；

4、介绍以《肘后救卒方》、《千

金要方》、《千金翼方》、《外

台秘要》为主的方书发展状况；

5、论述药物学从《本草经集注》

到《新修本草》及其以后的发展

成就；

6、论述临证各科的发展成就，重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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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介绍临证各科产生的专著；

7、介绍医学教育发展水平和基本

情况；

8、介绍中外医药交流情况。

教学要求：

1. 掌握此时期中医学以临床实

用经验为主流发展内容的特点。

2. 熟悉医药各科的发展状态及

取得的成就。

3. 了解此时期的主要医家和医

药著作。

第五章

临床经验的总结

与理论升华

（宋～元

960～1386 年）

教学内容：

1、简介社会背景的科技文化、意

识形态状况；

2、介绍医政建设的进步；

3、介绍医籍整理和方书发展的成

就；

4、介绍药物学发展的新趋势及取

得的成就；

5、介绍医学各科所取得的新的进

步；

6、论述学派争鸣与各家学说及其

意义；

7、介绍中外医药交流情况。

教学要求：

1. 了解中医学在医政建设、古籍

整理、方书编撰、药学发展及临

证各科所取得的新成就；

2. 认识宋元时期医学发展呈现

了理论研究的热潮；

3. 掌握宋元医家创立新说的主

要内容，明确这种学术思想和理

论创新对中医学术体系发展完善

的意义。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6

学时

第六章

中医学的成熟与

创新（明～清

鸦片战争 1368～

教学内容：

1、简述社会背景与科技文化、意

识形态状况；

2、从医学著述、医学杂志、学术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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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团体、临证各科、方剂学、医事

制度、卫生预防等各方面论述中

医学的成熟与鼎盛的发展成就；

3、以药物学、传染病学、解剖生

理学为主线，论述中医学取得的

新进步与创新趋势；

4、简论当时遵经复古思潮对中医

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和经典医籍注

释繁荣的文化问题。

5、介绍中外医药交流情况。

教学要求：

了解此时期中医学术在传统方向

上体系不断成熟和完善，在理、

法、方、药各方面都达到了鼎盛

时期，并取得了相应的进步和成

就，同时，在药物学、传染病学

和解剖生理学方面产生了新的探

索方向，并产生了创新性的进步。

板书

第七章

中西医学的交汇

与冲突

（鸦片战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1840～

1949）

教学内容：

1、简介社会背景和科技文化、意

识形态状况；

2、从中医文献、医药著述和方剂

学以及临证各科各方面介绍中医

学发展的一般状况；

3、介绍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发展情

况；

4、论述中西汇通与中医科学化思

潮及其意义。

教学要求：

1. 了解近百年中医学发展的一

般状况；

2. 认识西方医学传入与传播是

中国医学历史上的新事物；

3. 掌握近代对中西医关系的探

索和中西汇通派的成就与局限，

明确中西医的关系已成为近现代

中国医学史的新问题。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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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医药学的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1949

年后）

教学内容：

一、中医药事业的方针、政策

二、中医药事业的繁荣

三、中西医结合的兴起与发展

四、中医药国外发展状况

五、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景与展望

教学要求：

1.了解中医药事业的方针、政策

2.掌握中医药国外发展状况

课前预习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

授。

主要教学手段：多媒体、

板书

理论 2

学时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总体教学方法设计为：多以教师讲授、指导为主，学生自学为辅；课后阅读

多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

本章教学中，以传统的课堂讲授及多媒体教学为主，课堂讨论为辅，运用问题启发式、

图片展示法等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掌握要点的同时，树立自主学习的信心，由既往习惯性的

被动学习逐步走向主动学习。

每章节应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各章节的核心问题，

依教学目的设计出不同的问题，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在此基础上展开教学内容。

每章之后，应依据内容要点列出复习思考题，复习思考题务必能够促使学生对各章节

中心内容和主脉络的掌握和理解。

考试或考查应以把握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为主，切忌偏怪冷僻内容，以免学生学习重

点和方向的偏离。

4.2 评价方法：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应通过平时测验提问及理论考试综合评价。

4.3 教材选编：

郭宏伟，徐江雁主编，《中国医学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 6 月第 1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教学，更强调案例教学，具备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条件。

执笔：庄 静

审核：庄 静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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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

《中医养生学》课程标准

学时:33

学分：2

适用专业：中医学

1.课程概述：

关键词：课程地位、主要功能、与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是中医学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医养生学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的探索人类健康的理论，研究中国传统的颐养身心，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年益

寿的方法能力；使学生能适应并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指导人们保健活动的工作要求，它要以

中医理论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中医课程的基础。

5. 课程目标：

使学生了解中医养生的基本理论，掌握中医养生的基本方法。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

养生知识，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为学生“健康第一”的理念打下良好理论与实践基础。

2.1 知识目标：

（1）熟悉中医养生学的的基础概念，基本理念和基本思维模式。

（2）领会中医养生学的经典理论，了解中医养生学术思想发展历史和主要学术观点。

（3）应用中医养生的常用方法及养生原则，分析养生方法的作用原理。

（4）能够综合选择合适的养生方法，指导不同的适应人群进行养生，并对该课程进行评

价。

2.2 技能目标：

（1）鼓励学生运用养生的方法对自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进行调节。

（2）促进学生运用养生方法帮助周围人群进行亚健康状态的干预。

（3）诱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良好的养生习惯。

（4）培养学生掌握针灸、推拿、气功养生方法中的基本操作技能。

2.3 素质目标：

（1）真正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状态，重视对学生进行养生理念的宣导。

（2）尊重各位同学的兴趣爱好，使每一位同学都能掌握不同特色的养生技法。

（3）倡导各位同学进行保养身心，适应环境，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实践。

（4）能够宣传“治未病”的中医养生健康观，促进中医养生学健康医学模式的推广。

3.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序号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简要设计 参考学时

1 上篇基础篇 教学内容：

1．绪论。

2．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和

发展。

3．中医养生学的寿夭观。

4．中医养生的基本理论

和原则。

教学要求：

由人类发展史开

讲，由浅入深，

重点讲解生命与

健康、形神体、

中医养生基本理

论。

理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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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了解中医养生

学的主要内容。

掌握中医养生学的发展

史。

理解寿夭观的本质。

熟悉中医养生的基本理

论、基本原则和指导思

想。

2 中篇方法篇 教学内容：

精神养生法。

饮食养生法。

药饵养生法。

房事养生法。

起居睡眠养生法。

环境养生法。

运动养生法。

休闲养生法。

沐浴养生法。

10．针灸养生法。

11．推拿养生法。

12．气功养生法。

教学要求：

掌握各种养生方法的概

念。

能够熟悉各种养生方法

的作用。

学会各种养生方法具体

内容和各自的特征。

本篇章为中医养

生学重点篇章，

结合青年人的特

点，以点带面，

力求全面。

理论 13 学时

3 下篇应用篇 教学内容：

四时养生。

体质养生。

因人养生。

人体不同部位的养生保

健。

教学要求：

掌握四时不同的养生内

容。

学会区分不同的体质类

本篇章为中医养

生学重点篇章，

根据四时、体质、

学生个人情况，

展开互动式教

学，力求学生由

个体向共体的转

变。

理论 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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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不同体质的养生内

容。

能够为不同年龄段的人

提供合适的养生方法。

掌握人体不同部位的养

生方法。

4.教学建议：
4.1 教学方法：

根据中医养生学课程的性质特点，以及结合青年人和在校学生的生活习惯、作息规律讲

解与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养生话题，有助于更好的介绍课程内容，调动大家的兴趣，并鼓励

学生选择适合自身的养生方法，培养学生运用中医知识指导养生的能力。并充分利用多媒体

手段，使教学内容更直观，更有趣，效果更好。

4.2 评价方法：

采用全过程学业评价，其中平时考核占 20%，单元测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4.3 教材选编：

马烈光、章德林主编，《中医养生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年，第 11 版。

4.4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中医养生学的基本知识和各种养生方法的具体操作可以通过数字化资源呈现，便于学生

更直观的学习和掌握。

执笔：王晓宝

审核：王海霞

审定：孙长岗

2022 年 0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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