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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灸学抽象复杂、内容繁多,容易引起学生心理压力与学习负担。 “漫画笔记”是将漫画与针灸学结合以应用于

针灸学教学的一种方法,在教学中起着构建知识网络,突出课程重点;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知识应用;培养“象思维”,强化专业

知识;丰富教学模式,提升课程质量的作用,在维持专业性的基础上增加了趣味性,并能丰富教学内容,启发学生思考,符合新

时代多元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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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教学是一种通过利用漫画辅助各学科教

学以达到提升授课质量、增强学习效果的教学方

法,解决了许多教学和学习上的难题,是一种极具

潜力的教学手段。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Toh
 

Tin
 

Lam
 

教授开展了“漫画数学”系列的教学研究,
将漫画引入数学教学,用漫画阐释抽象的数学概

念,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价值观与社会适应能

力,取得了显著成效[1] 。 针灸学是一门在中医基础

理论指导下研究经络腧穴、刺灸方法、针灸治病机

制及防治规律的一门学科,作为中医学系列学科的

重要部分,其入门和理解存在一定的难度,如经络

循行抽象复杂,腧穴内容繁多、功能难明,刺灸补泻

手法多样,治病机制深奥难释等[2] 。 现试将漫画初

步引入针灸学:将趣味性的漫画与专业性的针灸笔

记结合,形成针灸漫画笔记作为针灸学漫画教学的

重要学习资料,以期利用漫画手段对针灸学中的抽

象内容具象化、繁杂内容简单化,达到启发、调动针

灸学活力及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效果。
1　 构建知识网络,突出课程重点

　 　 有研究认为,当知识点超过相当数量时,两个

不直接相连概念之间的关系不容易被发现理解,零
散的知识点也可能引起概念边界模糊、 关系混

乱[3] ,将繁杂的概念有意识地经过大脑逻辑处理后

可更利于记忆。 漫画笔记大纲的构建紧跟教材和

教学大纲,逻辑有序地将课程内容串联起来,辅助

针灸学知识点的梳理,在阅读漫画笔记大纲过程中

完成知识框架和体系的构建,分散的知识点经系统

组织后形成有序的知识网络,横向总结,串联比较,
涵盖绪论、经络总论、腧穴总论、经络腧穴各论、刺
灸法各论、针灸治疗六部,各部重难点在本部门下

以“节点”形式依次展开,突出重点,同时详略得当。
漫画笔记通过构建知识网络,将知识点逻辑进

行组合以激发学生对同一层级及不同层级知识点

之间关系的主动思考。 总体框架上,章与章之间由

经络总论到腧穴总论,逐步建立从经络到腧穴的概

念,搭建起针灸学的经络系统。 章与节之间由腧穴

总论到经络腧穴各论,登堂入室,逐步深入具体到

每一条经脉和经脉上的腧穴。 具体内容上,经络腧

穴各论首先以十二经脉为核心,构建与十二经脉相

联系的脏腑组织器官网络,又以重点脏腑组织器官

为核心,构建与重点器官相联系的经脉网络,纵横

比较、反复探索,全面地总结了脏腑与经络之间的

结构关系,并以严密的逻辑补充了十二经脉在头面

胸腹的共同主治规律,以及具体十二经脉各自常见

的重点穴位主治特点与功效,探讨了各脏腑经络之

间的功能。
漫画笔记以课程重难点内容作为搭建知识网

络的“节点”,在保证内容详略得当、层次分明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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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帮助学生“抓大放小”,集中力量首先攻克重难

点,发挥
 

“笔记”的特性。 刺灸法各论一章中,除了

针具、针刺手法、灸法之外,还提出将“得气”作为一

节。 首先“得气”的内容本身具有重要性,“得气”感

有一定的抽象性,安排专门篇幅进行诠释有利于加

深学生对中医抽象内容的理解。 在“基本针刺操

作”一节中,漫画对“押手” 进行了扩展,表示“押

手”除了固定穴位、辅助进针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

针刺前诊察号穴、揣穴定位,针刺中进针及进针补

泻,针刺后出针补泻、整理善后的作用,参与针刺的

全过程,体现了中医特色的学术观点与思想。
漫画笔记在辅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激发学生

主动探索知识点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建立针

灸学逻辑思维,判断学科重点,发现价值信息、隐性知

识具有重要意义[4] 。 与教材配套使用,激励学生课

前主动预习,提高课堂表现[5] ,辅助课后复习回忆。
2　 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知识应用

　 　 漫画本身具有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在阅读过程中通过生动的漫画场景充分诱发

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激发创造力与潜能。 漫画笔

记将针灸学的文字转化为“漫画”图像,唤起脑海中

的想象场景,简化了大脑对知识的“翻译”步骤,拉
近了知识点与具体场景的距离,这种对知识想象的

再创造过程在实践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完成了知

识点的应用[6] ,有利于对知识点进行充分思考和深

度理解。 关于“常见重点穴位主治特点与功效”一

节中,对于某经络上某个重点穴位的作用,如手太

阴肺经的“鱼际穴”,其主要作用是“清肺热”。 漫画

笔记中展示了一个舌尖红、面色红的儿童,漫画的

人物形象与动作体态引起了学生对“肺热”的主要

表现与易发人群的充分思考,学生对鱼际穴的作用

不仅局限于文字表面,而是对“清肺热”进行了深入

理解,生动的人物形象蕴藏了丰富的信息,有利于

加强记忆。 发现难以理解或理解不透彻的内容也

有助于激发学生主动深入地探索(见图 1)。 大量研

究表明,反馈的形式有利于学生有意识地反思并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7] 。 阅读漫画笔记的过程也是

完成盲点的自我检查以及知识的掌握与熟悉的过

程,发现“新”内容可能是学习中的盲点,无法理解

的内容可能是理解不充分、掌握不全面的知识。
3　 培养“象思维”,强化专业知识

　 　 《周易·系辞传》载:“易者,象也。 象也者,像

图 1　 肺热

也。”在中医精气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中都包

含了“象思维”。 中医“象” 思维以“象” 为基本元

素,指导中医通过特殊的物象、图像来进行思维[8] 。
图像在象思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图像思维进

行大脑对“象”的建立、演变及记忆,是象思维的主

要基础。 图像是中医象思维产生的源头,通过锻炼

图像思维培养中医独特的“象”思维[9] 。 对于中医

院校的学生而言,针灸学强调的视觉想象的思维方

式不同于主流的数理逻辑思维,与中医基础理论中

感性、直观的成分有所出入。 中医思维方式与中国

古代哲学密切相关,且基础理论抽象复杂,许多内

容不能拿出客观证据,对于初学者而言存在一定

困难。 但中医思维方式可以用图像和故事辅助理

解,多种意象均可通过图像和故事来解释。 这在

辅助理解抽象观念的同时也培养图像思维的方

式,有利于中医思维的培养,对针灸学乃至中医其

他有关科目的深入学习均可提供一种新颖良好的

思维习惯。
　 　 针灸学属于中医基础学科,内容繁杂抽象,对
初学者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
人们认识事物往往是从事物形象入手的。 图像是

一种更直观的书面语言,合乎人类的大脑运作模

式,更容易理解事物,帮助记忆。 针灸学与“象”密

不可分。 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载:“所出为井,所
溜为荥,所注为俞,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井穴是经

脉气血之源、十二经气初发之处,它所对应的意象

为“井”,表示为泉源出水之处;“荥”表示刚出的泉

水微流;“输”喻作水流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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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水流变大,畅通无阻,经穴的经气盛行;“合”表示

经气充盛合于脏腑,所对应的意象“合”表示江河水

流汇入湖海。 文中借水流来表示人体经气由小到

大、由浅入深的特点,漫画以逐渐变大的水流形象

排列形成对比,相比于文字,图像更直观具体地表

达出五输穴的差异和内涵[10-11] 。 腧穴的命名也与

意象关系密切,这些由物象命名的穴位以图像的形

式直观地表达了命名的由来,具有美感的同时冲击

视觉、加强印象[11-12] 。 (见图 2)

图 2　 五输穴

4　 丰富教学模式,提升课程质量

　 　 漫画笔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教师教学,丰
富教学模式。 传统针灸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教
师讲课,学生听课。 这种期待学生认真听课,学习

教师授课内容,却没有鼓励学生互动及主动分析问

题的方式,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被动学习,难以长

时间保持注意力[13] 。 漫画笔记与传统课程结合搭

建了学生与教师沟通的桥梁,教师通过对漫画内容

的“发挥”,在课堂内外与学生沟通交流。 这不仅通

过鼓励学生对漫画展开联想、提供漫画改进意见等

方式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还能由考试之外的

其他途径把握学生对学习内容及学习重点的掌握

情况,了解不同学生的薄弱点、学习水平及学习能

力,形成更加贴近学生真实情况的教学反馈。 教师

也能够针对性地调整教学节奏及内容,实现以学生

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14] ,建立起互动式的教学模

式,提升课程质量。
针灸学属于传统医学,内容繁多枯燥。 相比于

单纯的文字课本和教学内容,漫画是图像信息,漫
画与文字结合丰富了信息载体,漫画笔记与教材结

合丰富了教学内容。 漫画具有适应年轻人心理发

展的特点,贴近生活[15] ,有助于减轻学生的畏难心

理,减少教师的教学负担。 总体而言,漫画教学在

新时代符合多元教育的要求,多种教学方法相互配

合,优化组合,丰富教学,解决教学中的难题。
5　 小　 　 结

　 　 针灸学漫画笔记以针灸学教材为蓝本建立大

纲,具有形象生动、简单明了,考点全面、重点突出,
横向总结、串联比较的特点,在介绍针灸学基本知

识点的基础上,融入特色的学术观点以拓展深入教

学内容,集艺术性、幽默性、科学性于一体,充分发

挥其各自的优势,符合《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提出的促进中医药新型文化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 漫画笔记专业性使其与教材结合较

好,能与教材配合贯穿学习全过程。 漫画笔记的趣

味性可帮助学生克服阅读困难,调动起学习的主动

性及积极性,对复杂的学科起到启发和调动积极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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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含附子方剂的安全使用和中毒诊治的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探索

韩　 娟1,付姝菲1,英　 孝1,刘宏艳1,王洪武1,周志焕1,李　 静2,王　 强1

(1.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1617;2. 天津市南开医院,天津,300070)

[摘要] 　 针对中医药人才院校培养模式中实践教学弱化,特别是中医特色实验教学项目匮乏的问题,提出开发并应用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探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以“基于‘阳虚寒积证’的辨治及含附子方剂的安

全使用和中毒诊治”项目为例,从“阳虚寒积证”的辨证论治、温脾汤煎煮、附子中毒诊治等方面介绍项目建设内容,阐释混合

式教学过程,探讨中医方剂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规划,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应用,以有效提升中医药实践教学质量。
[关键词]　 含附子方剂;安全使用;中医思维;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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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到
“服药不瞑眩,则厥疾不瘥”的论述,再到臣子为国君

试药、儿子为父亲试药的记载,均反映了古代运用药

物产生毒副作用的普遍性。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和药

物运用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掌握了控制药物毒副作

用的方法,至西汉后期,对中药的称谓,已由“毒药”
改为“本草”。 由于在中医传承的过程中,没有系统

总结过有毒药物的减毒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让

学生掌握用药安全性,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中医学的教学

中,以严肃游戏的形式呈现实验,使教学内容内容更

系统,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可以很好地解决此难题。
1　 建设《方剂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背景

　 　 2016 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2016—2030 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提出到 2030 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
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要把人才培养作为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大力发展中医药教育[1] 。
目前中医人才培养以院校教育为主,这种教育模式

与传统的师承学习相比,学生临床实践较少,缺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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