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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介绍：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科的主干课程，它以前期各门课程为基

础，阐述内科病证的证候、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指导中医内科临

床实践思路，系统地反映中医学科思维及辨证论治的规律。

课程内容主要介绍中医内科内科专业基础理论和各脏腑系统主

要病证的基本知识及辨证论治规律。通过本课程教学，使中医康复专

业学生掌握内科常见病的证候、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知识及部分难

治病、急危重症的诊治，熟悉中医内科的临床思维。

本课程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概要介绍中医内科学的定义、

性质、地位、任务，中医内科疾病分类及其依据，内科病证发病学、

证候学、治疗学特点，中医内科学的学习方法及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各论分 8 章，分别介绍 40 个常见病证以及各章所属病证共同的主要

证候及特征、病机述要、治疗要点等基本知识，教学时数为 108 学时，

参赛作品的教学内容主题为“肺系病证-感冒”，在共同抗击新冠肺

炎的特殊时期，希望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唤起学生对肺部健康的

关注，结合课堂思政，全面深化学生的政治品德思想，将“以人为本，

立德树人”的理念客观有机容入其中。

因材施教、人人成才为本次课程的开发理念，基于专业特色系统

化重构传统教学内容，紧贴国家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方案主旨修订课程

标准，为 1+X 证书制度的实施及“学分银行”终身教育模式的建设

摸索和积累经验。采用打通学科融理论、师生集思设计划、各司其职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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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转换身份见病例的“融-设-练-见”四阶梯能力训练法及

BOPPPS

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即通过 B 引言环节吸引学生关注课堂，O

目标展示环节明确学习目标，P 课前摸底环节暴露薄弱问题，P 参与

式互动 环节解决问题，P 课后检测环节评估学习效果，S 总结环节

梳理课堂。

融理论——设计划——练实力——见病例

在《中医内科学》教学课堂中完成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参与的

高度真实案例情境再现的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言语沟通能力等素养，实现了学生参与度高、教学成效好、

职业能力提升度高三大教学突破。

二、课程体系构建

根据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课

BOPPPS 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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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为准绳精准对接岗位服务要求，基于专业特色系统化， 将知

识点、能力点进行分解、序化，重构贯穿在任务实施的过程中，让学

生在情景中通过“融-设-练-见”四部能力训练法结合 BOPPPS 教学

模式完成教学实施。

三、课程定位

《中医内科学》课程是在学生具备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与方剂、

经络与腧穴等医学基础知识基础上开设的中医学学科的主干课程，是

基础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桥梁，是中医临床各科的基础，肩负了总结

基础课程，统领专业课程，建立中医学理论体系思维的重要使命。

四、教学目标

《中医内科学》的人才培养核心目标是：培养爱国敬业、德技双馨

的中医康复治疗师。需要学生在思政、知识、能力及素养四个方面均要

达到相应目标。教学目标设计如下：

在共同抗击新冠
肺炎的特殊时期，
希望能在完成教
学任务的同时唤
起学生无私奉献
精神、爱岗敬业精
神和爱国主义情
怀，并让其明白珍
惜当下的美好生
活，并为之努力奋

斗。

通过对中医常见
病的定义、病因病
机等内容的学习，
学生能够串联已
学过的相关中医
学基础知识，总结
中医内科常见病
的病因和发病机
理；学生能够辨识
各疾病的辨证要
点、辨证分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能运用中医四诊方
法和中医内科的临
床思维对中医内科
患者做出正确及鉴
别诊断，同时分析其
发病的病因病机，对
其做出正确的辨证
论治；还能够适时开
展健康教育，指导患
者进行生活调护。

在中医基础课程基础上，

学生进一步认同中医传

统文化对临床的影响，树

立学习中医内科的心；巩

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和专

业的热爱，加强医者仁心

教育，在培养精湛医术的

同时，树立以人为本、以

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尊重患者，善于沟通，培

养良好的医德医风，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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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情感目标

五、学情分析

本组课程内容的教学对象是中医康复二年级的学生，从课程设置上

分析，学生已经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与方剂、经络与腧穴等医学

基础课程的知识及相关技能。通过课前的随机调查及项目考核发现，学

生在中面对病例思维比较活跃，在基础理论知识储备上仍有薄弱环节，

此外知识迁移运用能力较弱，对医学伦理的临床认知不够。

六、教学实施

1.重难点分析

本组教学的重点是：掌握感冒的病因病机和分证论治。 结合学情

分析，教学难点为：学生需要以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思维模式，去认识、

思考、计划、实施和评价病人的病情，并初步掌握进一步提高“辩证”

能力。

2.教学策略

基于因材施教、人人成才的课程设计理念，依托典型专业特色，采

用 BOPPPS 教学模式，灵活选用讲授法、角色扮演法、讨论法、案例

分法、实践法等教学方法，充分利用教学平台资源库延伸丰富课堂，采

用打通学科融理论、师生集思设计划、各司其职练实力、转换身份见病

例的“融-设-练-见”四阶梯递进式能力训练法，实现中医学思维模式

的建立、综合的辩证分析能力、灵活的医患沟通能力、熟练的健康评估

技能以及准确的健康指导能力的培养。

3.教学实施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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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真实案例为主线，环

环相扣展开教学。教学实施的主旨为激发学生的原动力，发现每位学生

的闪光点，提升学生自信，进而拉动提升弱势能力点。利用教学环节给

予学生充分的展示机会，并及时给出反馈评价，形成良性刺激，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

4.教学过程

步骤时间 主要任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目的意图

第一步

（分 3

钟）

B 引言环节

吸引学生关

注课堂

结合所学知识抛出问

题“肺有哪些生理功能与

生理特性？”

针对老师提

出的问题进行知

识迁移。

吸引学生关注课

堂，并将以前学习的

知识内容串联到本次

课程中。

第二步

（分 2

钟）

O 目标展示

环节明确学

习目标

向学生展示本节课程

的学习内容。

按照老师步

骤将整节课分析

梳理。

明确本节课学习

内容以及目标。

第三步

（分 5

钟）

P 课前摸底

环节暴露薄

弱问题

结合课程主题向学生

展示临床医案，并让学生

加以分析。

针对临床医

案查找知识点，并

作综合整理，明确

自身知识漏洞。

让学生认识到自

己知识体系的缺失部

分，学会查缺补漏并

针对薄弱环节进行复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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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分 25

钟）

P 参与式互

动环节解决

问题

针对感冒的病因病

机、辩证要点、分证论治

提出问题。

结合老师讲

授内容，针对本节

课学习内容进行

互动研讨，解答老

师提出的问题。

增强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

第五步

（分 5

钟）

P 课堂检测环

节评估学习效

果

针对本课程需要学生

掌握的知识点提出两到选

择题，让其加以分析。

解答老师所

考察的题目。

考察学生当节课

的听课情况以及知识

掌握情况。

第六步

（分 5

钟）

S 总结环节

梳理课堂。

结合课程开始时展示

的临床医案以及本节课重

难点重新串联梳理，给学

生清晰的临床思维。

结合老师节

奏将知识整理消

化。

将本节课重难点

进行梳理，并将所学

知识应用于临案辩证

中，掌握中医学理论

思维。

七、评价与成效

开发基于专业特色系统化的教学体系，学生在课堂中加深了对专业

特色的理解，提升了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提高了自信，整体课堂教学

在理实一体化的环境中完成将任务探究性学习贯穿始终，教学过程流程

化，达成了高效的教学实施。与传统教学对比鲜明，教学改革成效明显。

改⾰举措
解决的问题

课程体系由学科体系转为⾏动体系 更贴近临床思维及⾏动⽅式，解决

了课堂学习与岗位⼯作脱节的问题

课堂由教师为主体转为学⽣为主体 通过互动环节的丰富、学⽣课堂参与度

的提⾼，极⼤提升学⽣学习的积极性，

使学⽣成为了课堂的主⼈

加⼤思政教育 在教学中注重学⽣职业精神的培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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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学⽣爱岗、敬业、关爱病⼈的良好

职业素养，同时加强了爱国主义奉献精
神教育

信息化⼿段的全程 应用 极⼤提⾼了教学效率，使时时跟踪评价

成为可能，时时反馈学⽣表现，激发了

学⽣的学习热情

八、职业衔接

《中医内科学》中，中医治疗疾病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旁不开辦

证论治。而在中医康复技术临床实践中，这些方法多数同样适用于功

能障碍的改善，因此辨证是康复的前提和依据。中医康复技术则需要

根据辩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康复原则和方法，以指导其临床实践。同

时，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促进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培训与考核模式改革。《中医内科学》也会不断推进 1+“X” 证

书与课程的衔接，对中医康复技术学生考取中医技师、保健按摩师、

推拿理疗师资格证书奠定了基础。

九、反思与改进

反思：课堂采用了“基于专业特色系统化”的教学设计，结合“融

-设-练-见”的四部能力训练法，采用 BOPPPS 循序渐进的教学模

式， 充分利用 SP 病人及仿真模型参与教学，极大提升了教学效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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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并在任务实施过程了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将思政教育及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增强了职业

感，为学生的职业规划起到了积极的引导示范作用。

改进：课程采用了“基于专业特色系统化”的教学设计，目前针对

于《中医内科学》课程体系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对知识点、能力点在学

生掌握程度方面仍存在需要优化的地方，下一步计划开发基于学生间学

习能力不同的情况采取分区块针对性教学，全面提高教学实施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