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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中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

$

)

'而实践性环节较多是中医学教育的

一个突出特点#此特点对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起

着重要的作用'为适应高校实验管理体制的改革#本校于

:%%*

年成立中医药实验教学中心#下设中药实验室和中医实

验室'其中#中医实验室承担所有针灸推拿*中医骨伤和中医

基础及诊断的实验课程'

>

!

现
!!

状

本校当前的医学教学模式是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

每一门课程都有对应的独立的教研室#由各教研室负责理论和

实验教学#实验课从属于理论课教学'这种以学科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割裂了中医学教育的整体性#存在很大弊端!$

$

%实验室

建设,小而全-#造成资金投入分散#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

$

:

%实验教学体系以学科课程为单位分别进行#存在相当数量

的交叉重复'以针灸推拿实验课为例#共按理论课体系针对针

灸推拿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中医骨伤专业和康复治疗专业

等开设
$%

门实验课#即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

推拿手法学*推拿治疗学*实验针灸学*中医康复学*针灸学*推

拿学等'其中针灸学实验又涵盖部分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

和针灸治疗学的内容#而推拿学实验则包含推拿手法和推拿治

疗学的实验'且本*专科不同层次的实验教学存在实验课学时

数的差异'加上教师制订教学日历缺乏统一规划*相对固定的

安排#这些因素导致中医实验课程不成体系#存在相当的重复

和随意性'$

4

%实验室专职技术人员学历层次偏低#并缺乏有

效的激励机制吸引高学历*高素质教师参与实验室建设'$

#

%

传统中医实验中大部分实验教学内容是验证性实验(

:

)

#综合

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数量严重不足'目前#本校正在进行实验

教学管理中心的建设#已将学校中医课程教学实验室划归实验

教学管理中心进行统一管理'实验室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前

沿(

4

)

#当前亟须按学科体系对实验课程进行重新分类及整合#

深入研究中医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等相关内容'这些改革

及相关研究成果将对学校实验教学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并对

整个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学质量的提高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

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构建中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实验

教学新体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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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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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及管理

?0>0>

!

实验教学理念
!

中医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和素质培养的问题(

#

)

'应认真分析中医学

及各基础课程学科特点#重视实验教学#充分认识并落实实验

教学在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的地位'重视学生探索精

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以学生为本#融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理论教学与实验实践教

学统筹协调的理念和氛围'

?0>0?

!

中医实验课程体系建设
!

改革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启动以中医课程模块为中心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改

革&改革现有的交叉*重复*随意的中医实验课程现状#按不同

的实验特点划分课程模块&加强相近学科实验课程的合并*重

组和改革#使各类中医实验课程成为既与理论课程紧密结合#

又具有实验课自身特点的独立课程'在加强对学生中医基础

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单纯验证性实验#增

加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数目和比例'逐步建立以能力

培养为主线#分层次*多模块*相互衔接的科学系统的中医实验

教学体系'按照中医实验课程模块全面修订实验教学计划#根

据培养目标重新制订教学大纲#编写或修订高水平的具有中医

药特色的实验系列教材#引入行内先进方法*选择适合本科生

实验教学的先进实验项目#使教材建设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

自主训练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0>0@

!

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
!

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理论与实践并重#以实验教学与理论

教学协调发展的教育思想#构建具有中医药行业特征*专业特

色*学科特点的中医实验课程体系'改革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

实验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善与中医药学专业*学科发展相适应

的实验教学平台&加强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分析能力

和创新能力'建立完善学生自我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实验采

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前期*中期培养学生掌握基本实验操作方

法和技能等&后期结合产学研基地实习等#重点培养学生查阅

文献*正确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探索实验教学评分标准改

革#鼓励学生在实验中有所创新#力争学生实验研究作品在市

内*国内杯赛中获奖&充分发挥实验考核对教学质量的双向调

控作用#改革实验教学的考核方法#建立全面评价学生学习成

绩的体系方法#包括从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和分析等

多方面*多角度对学生成绩进行评价#使实验考核结论既注重

实验结果#又注重实验过程#科学*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实际能力

和综合素质'

?0?

!

实验师资队伍的建设及管理
!

建立和完善实验技术人员

的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不断提高专职实验技术人员的学历层

次#建立教研室教师定期到实验室工作的机制#完善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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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激励和考评机制'逐步形成一支由学术带头人或高水

平教授负责#热爱实验教学#教育理念先进#学术水平高#教学

科研能力强#熟悉实验技术*勇于创新的实验教学队伍'

?0@

!

实验室规章制度的建设及管理

?0@0>

!

彻底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制订一套切实可行

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将实验室的管理模式从以课程为定义对象

的实验室建制模式$分散型管理模式%向以大类学科为定义对

象的实验室建制模式$集中型管理模式%转变#明确界定实验管

理中心与相关院系之间*实验室与相关教研室之间的协作关

系#建立全新的中医学实验管理模式和教学体系及相关规章制

度#健全实验管理中心持续发展的机制'

?0@0?

!

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构建网络化的信息管理平台#建

成具有中医特色的实验教学资源库'

?0@0@

!

逐步建立实验室自我建设和发展以及各学科教研室参

与实验室建设的新机制'改革传统的实验教学管理体制#建立

学校直接管理的中医实验管理中心#分别按学科性质整合为几

个综合实验室#中心的统一管理将优化实验教学资源配置#发

挥仪器设备的最大效能#实现资源跨专业*院系共享&改革实验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优化实验教学手段#构建新的实验教学课

程体系#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

小
!!

结

西医院校内的中医实验室建设一向是薄弱环节#本文从改

革传统的中医实验教学模式出发#探讨改革中医实验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优化实验教学手段#构建新的中医实验教学课程

体系#增加综合性*创新性实验项目#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为西医院校内的中医实验室课程体系建设提

供新的思路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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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获得的证据和临床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差距#仅凭

个人习惯*经验或权威作出临床决策#结果可能无效甚至有害'

$55:

年加拿大
-G-@8>=B

大学提出循证医学$

=<31=9G=!C@8=1

H=13G39=

#

_Q-

%概念'其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目前可

获得的最好的临床证据#同时将临床医师个人的临床实践和经

验与客观的科学研究证据结合#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

完美地结合起来#制订每个患者最佳的治疗方案'其核心思想

是临床证据*个人经验与患者的实际状况和意愿三者相结合'

作者应用循证医学思想于临床病例讨论教学#取得良好效果'

>

!

讨论前"深入理解循证医学思想

循证医学指出!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

基础上'目前#临床证据主要来自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

B@912H3̀=1G29>B2EE=1>B3@E

#

/N;

%*系统性评价$

8

M

8>=H@>3GB=!

<3=L

%或荟萃分析$

H=>@!@9@E

M

838

%

(

$

)

'在此基础上#每年都在推

出或更新多种疾病的诊治指南或规范'因此#平时医疗人员应

主动更新自己的陈旧理念#通过会议*学习班或自学#学习相关

诊治指南或规范#掌握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另一方面#医疗人

员应参与科室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学习系统性评价或荟萃分

析#这不仅能获得比诊治指南或规范更新的证据#而且能深入

领会循证医学的精髓'

具体到某一个病例讨论则强调基于问题的学习$

K

B2CE=H

C@8=1E=@B939

?

#

.QO

%模式(

:

)

'旨在将循证医学思想贯穿于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探究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员一

般提前
$

!

:1

将待讨论患者的基本病情通知讨论参与人员#

并提出,问题-',问题-一般尽可能是开放性问题#而非闭合性

问题#例如!针对某厄洛替尼一线治疗失败患者#对于其后续治

疗策略#可以提出的问题!,应采取什么二线治疗方案.-而不是

,是否应更换其它分子靶向药物还是化疗药物-'这样#有助于

开拓教学人员的思路#针对,问题-#通过图书馆*数据库或循证

医学期刊查找证据并分析资料#结合个人经验形成初步观点'

?

!

讨论时"证据&经验和患者具体情况的有机结合

传统临床病例讨论教学中#往往是下级医师汇报病情后#

上级医师依据自己的经验*教科书和医学期刊的零散报告#提

出意见并指导下级医师#下级医师往往是被动地接受上级医师

的观点'但是#根据循证医学#上级医师的经验和教科书并不

再是疾病诊治惟一的证据'作者认为#一方面#总体上来说#循

证医学证据是比专家观点更重要的诊治依据'另一方面#循证

医学并不是万能的#对于少见病#或特殊病情及特殊体质患者#

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并不充分#而且循证医学也需要根据临床

实践不断充实或变化#而专家往往临床实践经验相对丰富'所

以#在临床病例讨论中强调以,问题-为中心#实现循证医学和

专家观点的有机结合'

例如#本科室曾收治
$

例恶性脾血管肉瘤伴腹腔巨大占位

患者'此类疾病突出的病理特点为脾血管内皮的恶性增殖#甚

为罕见#目前并无治疗规范或指南#且文献报道常规化疗效果

甚差'但是#目前多个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抗血管生成药物$贝

伐单抗或恩度%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包括肺非小细胞肺癌和

结直肠癌等(

4!#

)

'尤其恩度已列入非小细胞$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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