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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中医妇科学病案库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8 级中医妇

科学专业研究生 60 名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名。 观察组应用病案教学法,对照组未应用病案教学法。 根据《中

医妇科学》考试成绩比较教学效果,对观察组学生进行满意度调查。 结果:《中医妇科学》考试成绩观察组为(85. 27±7. 85)
分,对照组为(77. 04±8. 23)分,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观察组学生对病案教学十分满意者 5 名(16. 67%),
满意者 20 名(66. 67%),一般满意者 4 名(13. 33%),不满意者 1 名(3. 33%)。 结论:该病案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和

教学效果,且学生满意度高,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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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具体的教学目标

是掌握《中医妇科学》基础理论和临床技能,独立完

成妇科常见病和部分疑难病例的中西医诊疗工作。
病案作为患者就诊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已被证实是

一种能够有效辅助医学教学的优质素材库[1] ,可以

发挥多种教学功能。 目前,国内许多院校已对临床

研究生开展了病案教学法,并开始重视教学病案库

的建设。 目前中医类教学病案库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面向中医基础学科,如中医诊断学病案库、
方剂学病案库等;另一类是面向专科疾病,如中医

内科学病案库、乳房疾病病案库、儿科疾病病案库、
骨伤科疾病病案库等。 目前有些院校已经开展了

本科阶段中医妇科学的病案教学,但针对中医妇科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使用的病案库较为欠缺,目前该

领域的研究也较少,为此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

教研室在临床工作中收集整理并建立了妇科病案

库,旨在培养妇科专业研究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

知识独立处理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其

临床思维能力。 目前该病案库的应用已经取得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将应用体会总结如下。
1　 病案库的构建意义

　 　 本专业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习了中医妇

科学的基础理论,虽然在实习阶段初步接触了临

床,但是临床方面仍然较为欠缺。 现阶段学生已具

备较好地自主学习能力,且网络上病案资源丰富,
但其内容繁杂,难易程度不一,很多病案与学生的

专业知识水平不匹配,学生难以取舍,甚至失去了

对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期

间,不仅需要完成论文、考试等学业要求,还需要到

临床各科室学习,管理患者,任务繁重,真正接触的

妇科病案有限,故建设针对研究生知识水平的涵盖

妇产科常见病和疑难病的系统妇科病案库,对提高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思维和诊疗能

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2　 病案库的构建方法

2. 1　 收集原则 　 选择病案的原则。 1) 真实性:选
择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门诊及病房收治

的患者,全国名老中医李广文、刘瑞芬教授诊疗过

的患者;2)完整性:病案诊断明确,诊疗过程完整、
规范。
2. 2　 收集方法　 课题组成员在门诊及病房工作中

收集病案,征求患者同意后,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基

础上,对其一般资料、诊疗经过、辅助检查结果及原

始影像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结合操作及手术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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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诊疗过程视频的拍摄等资料,使病案更加直观

地呈现出来。 还可以从名医工作室留存的病历资

料中甄选、收集整理。 收集方法包括现场收集、查
阅病历、信息媒介等。

目前已经收集涵盖妇产科二十余个病种的八

十余例病案,其中收集的病案主要包括以下三大

类:1)体现中医优势的典型病案:主要包括月经不

调、不孕症、崩漏、慢性盆腔炎、胎漏、胎动不安、滑
胎、异位妊娠、痛经等的中医药诊疗。 2)介绍名老

中医经验的病案:如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辅助中药

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药物流产后宫腔残留、子
宫腺肌病、子宫内膜异位症、产后病等的中医药诊

疗。 3)疑难、少见或体现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的

病案:该部分病例紧密结合现代研究进展,如应用

阴道镜、宫腔镜、腹腔镜等先进诊疗技术,使学生

在掌握中医优势病种的同时,也可以了解现代西

医妇产科的发展进程。 主要包括宫颈癌、子宫内

膜癌、卵巢癌、妊娠高血压病、胎盘前置、胎盘早剥

等的中西医诊疗。
2. 3　 分析总结 　 完成病案收集工作后,对病案

中相应疾病的知识点进行归纳解析,同时对病案

进行合理设计,将知识点潜藏在病案中,紧扣病

案设置问题,最后由课题组专家审核修改,并作

出点评分析。 层层把关,确保病案的质量,让学

生通过病案深入探寻,对病案有更充分、更全面

的理解,对疾病有更真切的认识,从而提高临床

思维能力。
2. 4　 教学试运行　 将上述收集整理好的病案,由
课题组教师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应用,征求学生意

见及建议。 教学过程中,教师先将患者的一般资

料及相关症状体征列出,围绕该病史,引导学生思

考需要进一步做哪些辅助检查,然后将患者辅助

检查结果及相关图片列出,请学生讨论并说出诊

断及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法。 讨论结束后,教师对

病案的完整诊疗过程进行展示并做详细地讲解分

析。 在讲解过程中,要注意抓住问题本质,对容易

混淆的概念加以对照辨析。 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

中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病案的呈现形式及内

容,以求与教学对象和环境更加适应,使病案更加

优化完善。
2. 5　 病案库上传移动终端 　 将上述整理修改后

的病案汇总成病案库,并上传到移动终端,使访问

更便捷、高效。 学生们可以通过登录手机 APP 在

线上自主学习,并与线下听课相结合,利于多次查

阅复习巩固。
3　 效果观察

3. 1　 评定方法 　 为了对病案教学法的应用效果

作出简单的测评,我校妇科教研室教师将我校

2018 级 60 名中医妇科学专业研究生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应用该病案教学法,对照组未应用病

案教学法。 根据《中医妇科学》考试成绩比较教学

效果。 2 组均采用同一份试卷,且阅卷人相同,评
分标准一致。 考试成绩采用 SPSS

 

21. 0 统计学软

件进行处理[2] 。 同时,对观察组学生进行满意度

调查,并进一步征求建议,将不满意之处提出,以
完善病案库。 将满意度划分成为 4 个等级:1) 十

分满意(对于学习的帮助非常大,暂时没有需要提

出的建议) ;2) 满意(对学习很有帮助,但是仍有

些小建议提出) ;3) 一般(对学习帮助不大,有很

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4)不满意(和传统的教学方

法相比差别不大,基本不能提高学习成绩,需要重

新策划) 。
3. 2　 教学效果　
3. 2. 1　 2 组《中医妇科学》考试成绩比较 　 《中医

妇科学》考试成绩观察组为( 85. 27 ± 7. 85) 分,对
照组为(77. 04±8. 23)分,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 05) 。 说明应用该病案教学法能够提

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教学效果。
3. 2. 2　 学生对病案教学的满意度调查情况 　 观

察组学生对病案教学的满意度中,十分满意 5 名

(16. 67%) ,满意 20 名( 66. 67%) ,一般满意 4 名

(13. 33%) ,不满意 1 名(3. 33%) 。
4　 讨　 　 论

　 　 病案作为患者的档案资料和医师的诊疗记

录,是医学教学研究的重要资料[3] 。 通过研究病

案可以找到治疗疾病的最佳方案,提高医师的经

验与水平。 病案教学则是在教学过程中围绕真实

的临床病例展开讨论并解决问题,使学生从传统

的“被动学习”方式转换为“主动学习”方式,对于

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 病案

教学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展,而病案

库的建立又是病案教学的支撑体系,因此建立合

适的病案库可以在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同时,又
符合目前国家对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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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落实到课堂是当今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本课程组在《伤寒论》教学过程中,重
视以目标定位为导向、策略运用与资源开发为抓手、课程思政为翼助的授课模式。 此模式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情

感、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发展有重要作用,能有效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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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为中心”作为一种教育观点最早由美

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 1952 年提

出[1] 。 在随后的几十年,“以学生为中心”发展成为

高等教育新模式,在国际教育教学领域得到了广泛

认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 2012 年正式提出“以

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这一院校研究主题,
以促进国内教育工作者、教学研究者深刻领会并树

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2] 。
《伤寒论》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有“启万世

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之称,古今医家均视其为必

修之作。 然而,《伤寒论》成书年代久远,义理幽微,

沿袭教师逐条讲解、分析重点难点,学生记笔记、背
原文的传统授课模式难以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 本课程组在教学过程中,一直遵循以目

标定位为导向、以策略运用与资源开发为抓手、以
课程思政为翼助的授课模式,现将以上几点在教学

方面的应用总结如下。
1　 正确理解教学目标是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

的先决条件

　 　 以学生成才为中心,首先要做到课程目标与人

才培养基本要求相一致。 课程组分析不同高等中

医药院校《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后发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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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加其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使学生能够随时较为直观地接触病案,
对其所学知识进行巩固,进而提高临床实践能力。

综上,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教学质量,培养基

本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能力并重的中医药人才,建
设适合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使用的能

够体现中医特色的病案库势在必行。 以课堂教学

与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最大限

度地利用病案库,从中学习掌握妇科常见病和疑难

病的中西医诊疗,进而提高其临床实践能力。
目前我校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利用病

案库进行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仍然需

要改进和完善,今后我们会继续增加病案数量,不
断完善、调整病案库内容,提高病案质量,促进教学

相长,为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改革进

行更为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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