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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重理论,强技能”为导向,探索培养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的中医药特色教学内容与实

施路径。 方法:选取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0 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本科生,以问卷方式评估“三位一体”教学

模式的实际效果。 结果:学生对课程整体评价较高。 95. 83% 的学生对整体上的教学组织和实施满意,
97. 92%的学生对中医健康管理相关教学内容兴趣浓厚。 学生自我评价中,对所授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均

超过 85. 00%。 6 个模块中学生印象较深、感兴趣程度较高的是“治未病中心见习”与“中医适宜技术体验”
模块,公认难度最大的是“形象化的中医基础知识”模块。 学生提出的意见或建议集中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增加实践机会”(出现 5 次),“多去见习”“理论内容不好理解”“内容较多”和“增加课时”(均出现 4 次),
“基础知识补充”(出现 3 次),“技法多一些”“更多时间”(均出现 2 次),其他内容均出现 1 次。 结论:大多

数学生对本课程整体教学效果满意,尤其是“体验式教学”受到学生一致好评。 教学反馈启示,仍需要在细

化实践课程教学质量标准与更新理论课教学手段两方面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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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部推进“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体现新医科、新文科相互融

合的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以下简称为健管专业)应
运而生。 该专业重在培养医学理论与现代健康服务

和管理知识技能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在健康检测、分
析评估以及健康干预等健康服务领域具备竞争优

势[1] ,拥有广阔的就业前景。 加快优化课程设置,持
续推进学科融合,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是保证健康服务

与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2-3] 。 如何将中医药理

论知识与常用技能融入健管专业教学内容,是当前该

专业课程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 广西中医药大学在

健管专业教学改革进程中,提出以“重理论,强技能”
为导向的中医健康管理教学,着重培养拥有中医学理

论背景,擅长中医药特色技法的健康服务与管理人

才,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现报告如下。
1　 教学对象与方法

1. 1　 教学对象　 2020 级健康管理专业 48 名学生,
其中男生 15 名,女生 33 名。
1. 2　 入组要求 　 1) 实际参与教学;2) 所填问卷

完整。
1. 3　 教学方法　 广西中医药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

教研室初步构建了中医健康管理教学模式,即以

“重理论,强技能”为导向,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形成情景式教学、体验式教学、训练式教学三位一

体的教学模式。 在前期实施过程中,分别设置了形

象化的中医基础知识、拟人化的中医体质分类、中
医适宜技术体验、治未病中心见习、中医体质辨识

实训、中医体质辨识实践 6 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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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情景式教学　 情景式教学主要用于中医基

础知识的学习,根据中医基础知识和中医体质分型

2 个不同的教学重点,又可分为形象化的中医基础

知识和拟人化的中医体质分类 2 个模块。 中医药

理论运用意象思维、系统思维以及辩证思维,具有

内容庞杂、学术用语抽象等特征,给学生学习带来

挑战。 针对上述情况,课程组充分利用各类教学手

段与工具,从提升学生感知力、想象力入手,以增加学

生对理论的兴趣,实现对理论内容的快捷记忆。 中医

体质辨识借助学生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搭建情景,
帮助他们掌握不同体质人群临床特征。 例如,《红楼

梦》中人物林黛玉以娇弱、内敛形象示人,书中所描

述的自小体弱多病、平素喜悲伤、不思饮食、时而劳嗽

等特点,展现了其气虚兼气郁的体质特征。
1. 3. 2　 体验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主要用于实验、
见习课,可分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和治未病中心见

习 2 个部分。 中医适宜技术包括推拿、艾灸、刮痧、
拔罐、导引功法、膏滋制作等内容。 在现有条件下,
考虑到理论背景要求与操作难易程度,学生实验课

上暂时开展了艾灸、刮痧、拔罐、耳穴压豆的基本操

作规范与常见病的临床应用。 教学形式以学生亲

自体验为主,在提升学生操作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方面显著优于传统理论讲授。 为帮助学生巩固理

论知识,强化技能训练,课程设置了 4 个学时的见

习课。 课程组与附属医院建立了高效的合作交流

机制,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教学平台。 在见习

之前,授课教师会简要介绍近年来各地中医治未病

科室的成立背景、运营发展情况以及主要服务项目

等概况,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基本认识。 见习时,
由治未病中心带教医师介绍本中心发展历程与简

况,讲解中心推出的中医特色诊疗服务项目及其适

用人群和疾病种类,带教医师现场演示不同技法的

操作规范,最后组织学生分组练习,体验一些简单

易学的特色项目。 见习结束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

规范化格式的见习报告,一方面作为学生形成性评

价的一部分,一方面也可从侧面了解学生见习心

得,发现见习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并积极整改。
1. 3. 3　 训练式教学　 训练式教学用于中医体质辨

识实训与实践。 训练式教学与体验式教学所不同的

是,训练式教学通过反复训练来帮助学生高效掌握中

医体质辨识这一教学重点与难点。 实训与实践是基

于教学场景的不同,实训是指课堂内,在掌握各类体

质特征的基础上,在教师带领下,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使用中医体质量表相互进行实操演练,其目的是精准

完成教学目标;实践是指课堂外,组织学生对亲人、好
友或校内师生进行二重训练,其目的是在实训基础上

进一步把握运用量表的原则与规范。 在量表使用熟

练后,依托学生团委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在社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进行免费中医体质

辨识与中医健康指导。 在获得一定量数据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从科学研究角度探索不同体质人群的健康

信息是否具有某些规律。
1. 4　 评价方法　 对 48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设

计课程整体评价与课程模块评价 2 个方面内容。
课程整体评价问卷围绕教学组织实施情况、学生兴

趣程度、知识与技能目标完成情况以及课程间联系

程度 5 个方面进行。 课程模块评价问卷进一步细

分到“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 6 个模块要求学生评

教。 课程组在问卷最后设置了一道主观问题,要求

学生提出教学反馈意见或建议。
2　 教学实验结果

2. 1　 课程整体评价 　 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整体

评价较高。 95. 83%的学生对整体上的教学组织和

实施满意,97. 92%的学生对中医健康管理相关教学

内容兴趣浓厚。 学生自我评价中,对所授知识与技

能的掌握情况均超过 85. 00%。 (见表 1)
表 1　 课程整体评价结果

题目 统计结果[例(%)]

你对整体上的教学组织和实施是否满意? 满意:46(95. 83)　 一般:2(4. 17)　 不满意:0

你对这部分教学内容是否感兴趣? 感兴趣:47(97. 92)　 一般:1(2. 08)　 不感兴趣:0

通过学习,你对中医健康管理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如何? 基本掌握:43(89. 58)　 说不清:5(10. 42)　 没学会:0

通过学习,你对中医健康管理常用技能掌握情况如何? 基本掌握:41(85. 42)　 说不清:7(14. 58)　 没学会:0

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对深化已有知识的理解是否具有促进作用? 有:44(91. 67)　 说不清:4(8. 33)　 没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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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课程模块评价　 结果显示,6 个模块中学生印

象较深、感兴趣程度较高的是“治未病中心见习”与

“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模块,公认难度最大的是“形

象化的中医基础知识”模块。 (见表 2)
2. 3　 学生意见或建议 　 对学生回答进行词频统

计,生成词云图(见图 1)。 图中字体越大代表该字

段出现的频率越高。 对图 1 词频后台统计数字分

析,学生提出的意见或建议集中度从高到低排在前

列的依次为“增加实践机会” (出现 5 次),“多去见

习”“理论内容不好理解” “内容较多” 和“增加课

时”(均出现 4 次),“基础知识补充” (出现 3 次),
“技法多一些” “更多时间” (均出现 2 次),其他内

容均出现 1 次。

表 2　 课程内容设置合理性评价结果[例(%)]

题目
形象化的中医

基础知识
拟人化的中医

体质分类
中医适宜
技术体验

治未病中心
见习

中医体质
辨识实训

中医体质
辨识实践

你印象较深的内容有哪些? 10(20. 83) 14(29. 17) 31(64. 58) 34(70. 83) 10(20. 83) 21(43. 75)
你觉得较有兴趣的内容有哪些? 10(20. 83) 13(27. 08) 31(64. 58) 36(75. 00) 14(29. 17) 17(35. 42)
你觉得难度较大的有哪些? 34(70. 83) 20(41. 67) 17(35. 42) 10(20. 83) 20(41. 67) 18(37. 50)

图 1　 学生意见或建议词云图

3　 教学思考

3. 1　 课程整体评价　 授课过程中清晰的教学进度

模块与教师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是教学运转良好

的保障。 中医药院校在平日各类社团活动、学术讲

座、学校宣传等方面处处体现了“中医情结”,使非

中医学专业学生对中医学领域相关知识与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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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具有天然兴趣。 本次教学研究中,绝大部分学

生对本课程整体教学效果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在掌

握课程所授理论知识和常用技能情况方面, 有

10. 42%和 14. 58%的学生对该 2 项问题表现出“说

不清”的态度,说明其对所学内容虽留有印象,但尚

未形成清晰的知识体系,无法进行提取、辨别与运

用。 后期教学过程中,教师须注意利用思维导图等

方法提升小结部分的教学效果。 8. 33%的学生不清

楚中医健康管理知识与其他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教
师可利用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发散思维,逐步明晰中

医理论与实践指导下各内容的整体联系。
3. 2　 课程模块评价 　 从印象和兴趣程度比较,发
现学生对“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治未病中心见习”2
个模块印象较深且更加感兴趣。 究其原因,一方面

与实践课程本身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可从不同侧

面刺激学生感官有关;另一方面,与学生前期对中

医持有强烈好奇心这一兴趣点相匹配。 “中医体质

辨识实践”同样属于实践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因此

学生对“中医体质辨识实践”也有较深的印象和较

高的兴趣。 6 个教学模块相较而言,多数学生认为

“形象化的中医基础知识”学习难度最大。 针对理

论内容,课程组已经提出“情景化教学”理念用于指

导中医基础知识形象化的实施。 但是,学生提出了

诸如“理论内容不好理解” “中医理论难以理解”
“基础知识需要补充”等意见,说明对中医学基础知

识的教学仍然是课程组需要攻关的难点。 理论指

导实践,尽管理论知识枯燥,但在教学设置中的地

位应保持不变。 既然多数学生喜欢实践教学的方

式,后期可以尝试在理论课授课过程中创设实践教

学情景,这也符合课程组前期教改思路。
3. 3　 学生意见或建议 　 对学生提出的“增加实践

机会”的建议,课程组从正反两方面来认识这一问

题。 从正面思考,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开放

的教学环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去参与、体

验,对培养其信息获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造实

践能力大有裨益。 学生潜移默化中认识到实践教

学是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的根本途径。 可见学生对

增加实践机会的渴求,充分体现出学生求知欲较

强、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的特点。 从反面思考,首
先,由于实践教学相对于传统授课式课堂,在组织

形式上更加灵活、自由,导致部分学生在课堂过程

中并没有认真观摩、操作或讨论,出现组织纪律散

漫的情况。 因此,部分学生提出希望增加实践机会

的原因有可能仅仅是为了迎合自己懒散的学习态

度。 其次,实践教学组织实施过程更要注重教学设

计的细节把控,如设置规范化的操作流程,详细又

不至于繁琐的实践评价方案以及精准的实践教学

目标等,以避免出现学生积极性不足、实践准确度

差等问题。 通过正反两方面思考,课程组认为,粗
放地增加课时来满足学生增加实践机会的目的,牵
涉到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分配等因素较多,不易实

现。 我们应该聚焦于如何解决上述实践教学过程

中的缺陷,从而在有限学时内高效完成实践教学目

标。 其一,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上拓展自主学

习。 课前教师通过在线上明确学习目标、教学安排

与纪律以及实践考核方案与评价标准等内容,同时

根据教学内容发放如视频演示、主题讨论等预习资

料。 课后进行相应的实践能力巩固。 针对学生提

出“不熟练”“多些操作”的问题,课后可针对性布置

实操作业,如录制常用中医养生技法的短视频等。
其二,做好实践教学系统规划。 完善教学过程中质

量标准建设是提高实践教学目标完成率的重要手

段。 细化教学环节,如线上线下进度的衔接、问题

导向下的实践过程、知识点的精心设计与反馈、清
晰而明确的评价体系均是需要细化的具体内容,最
终达到使学生不仅乐于实践,更要善于实践的目

的。 其三,纠正不良学习心态。 如前所述,部分学

生增加实践机会可能“动机不纯”。 因此,教学过程

中,应时时强调实践教学的情感目标。 例如,讲解

实操禁忌证与注意事项时,用误治案例或事故案例

反证其重要性,以强化学生记忆。
除外学生“呼声” 最高的几项内容,有学生提

及“中医健康管理” “沟通管理技能有点难” 这类

问题,对课程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课

程组认为,尽管健管专业方向已经明确为“医学+
管理学+信息科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但就课

程建设总体而言仍然遵循医学课程、管理学课程、
信息科学课程的依教师专业方向而开展的分离型

教学范式[4] 。 在中医健康管理教学改革实践中,
若缺少中医学与管理学实务场景的结合,很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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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以致用。 因此,下一步课程组要提升对“新医

科+新文科”视域下健管专业课程建设的关注,以
健管专业主干课程(中医学、管理学、社会医学、健
康管理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 为抓手,推动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学生内驱力” ,形成“新医

科+新文科” 的优势整合,构建“医学+管理学” 课

程融合建设的多维框架,向真正意义上的“医文”
交叉学科迈进。
4　 小　 　 结

　 　 2016 年 10 月 25 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健康服务业

总规模超 8 万亿,到 2030 年达 16 万亿。 健管专业

人才无疑是健康中国攻坚战上的“排头兵” [5] 。 课

程组在“重理论,强技能”同向同行的教学理念下,
形成“情景式教学”“体验式教学” “训练式教学”三

位一体的中医健康管理教学模式。 实践过程中又

分为“形象化的中医基础知识”“拟人化的中医体质

分类”“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治未病中心见习”“中

医体质辨识实训”“中医体质辨识实践”6 个教学模

块,获得了学生较高的认可。 今后教学改革过程

中,应当继续改进理论课程教学各环节,进一步细

化实践课程教学质量标准,在“新医科”与“新文科”
复合人才培养方向上积累经验,以期形成教学内容

丰富,教学方法系统的优秀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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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患者以腰痛及下肢乏力为首发症状,因腰

为肾之府,故肾气亏虚之象已显,虽经治疗后症情

有所减轻,然本病病情顽缠,进展迅速,渐出现四肢

乏力伴肢体颤抖,又脾主肌肉四肢,可见中焦气血

生化之源亦已受累,故结合患者舌苔脉象,辨证属

脾肾阳虚之证。 首方以痹通汤加熟地黄、肉苁蓉、
巴戟天、淫羊藿脾补益肾督,生黄芪、白术、茯苓、党
参、山药益气健脾,千年健、伸筋草、羌活、独活祛风

除湿,莪术活血化瘀,凤凰衣护膜和胃,但药后疗效不

显。 考虑其原因一则病程日久、根深蒂固;二则药石

乏力、难起沉疴。 故改生黄芪为炙黄芪补气升阳,细
辛温阳通督,又可引药性循督脉上行,进而通达诸脉,
加大熟地剂量至 60

 

g,并加龟、鹿二胶益精填髓。
4　 小　 　 结

　 　 肾者,先天之本,藏精生髓,蕴元阴元阳,可荣

润、坚固骨骼,濡润、滋养脏腑,为一身之根本。 督

脉者,纵贯脊背,承载一身之阳气,行总督之职,统
御百脉,上承元神之府,输送肾精以荣髓海,下接水

火之源,输布元阴元阳以荣五脏六腑,为肾气充养

周身之通路,其作用的发挥有赖其通畅。 故益肾壮

督从根本意义而言是补益根本、荣润周身之法。 文

中 3 则病案虽分属不同疾病,但从其中医辨证来

看,均有肾气亏虚、督脉不畅之象,遵从异病同治的

原则,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配合益肾壮督之法治

疗,均获满意疗效。 由此可见,益肾蠲痹法虽以益

肾蠲痹为名,实则行益肾壮督之职,并非独为痹证

而设,其凡见肾督亏虚之症者,皆可酌情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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