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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

系实际的临床著作，也是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

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经典著作。在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

干意见》的指导下，特别是本校问题导向学习（PBL）
教学系列改革深入推进，《伤寒论》的教学理念也在

不断更新，探索并实施了符合 PBL 理念的、“以学生

为中心”的阶段式综合教学法，有效调动了学生的

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并且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

作精神。
1 《伤寒论》与 PBL 教学理念

有效的学习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进行的，如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教育教学实践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这是

PBL 教学理念的先进性所在。
《伤寒论》成书年代久远，如何将这部经典著作

的精髓有效地传承下去，从目前分析，中医药高等

院校的教育是主要传承方法，所以探索高效的教学

方法势在必行。本校从 2006 年自主学习—讨论式

教学联动的教学改革，到以后的 PBL 系列改革不断

推进，《伤寒论》的教学方法也在学校教学改革的大

环境不断改进，初步形成了符合 PBL 理念的阶段式

综合教学法

2 阶段式综合教学法的实施

2.1 第一阶段 主要教学方式：课堂讲授———教师

引导学，学生学会学。适合时间段：课程前三分之

一。每一章的概论、辨证纲要等。实施过程：《伤寒

学》的绪论，由教师主导课堂授课，一方面完成大纲

要求的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树立学习的信

心。另外还要将本门课程的授课模式介绍给学生，

让学生有心理准备。太阳病大部分内容以课堂授课

的方式进行，一方面由于本章内容较多，更重要的

原因是给学生一个接受熟悉《伤寒论》原文的时间。
在教师授课过程中，避免自我陶醉的满堂灌，而是

时刻与学生产生互动，围绕教学内容不断提出问

题，引导学生学习。当学生对《伤寒论》原文有了一

定感性认识后，教师结合每条原文的教学内容，提

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己学习教材，然后回答、
讨论、解决问题。特点：教师组织整个课堂教学，循

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学会解决问题，培养学习兴趣。
2.2 第二阶段 主要教学方式：问题导读———学生

自主学，教师辅助学。适合时间段：课程中三分之

一。内容相对多的章节，如阳明病篇、少阴病篇、厥
阴病篇等。实施过程：当学生对通过解决问题获得

知识的学习方式熟悉之后，引导他们自己围绕每条

原文发现问题，通过研读教材及参考书目解决问

题。逐渐过渡到学生能够在自主地分析、归纳每一

条《伤寒论》原文。并鼓励学生积极发言，阐述自己

的观点，其他同学参与讨论。让学生体验自主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过程的成就感，进一步激发学习兴

趣。在学生自主学习结束后，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

求对本节知识点进行强调串讲。特点：教师策划整

个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必要的时

候辅助学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2.3 第三阶段 主要教学方式：经典 PBL———学生

自主学，教师评价学。适合时间段：课程后三分之

一，内容相对较少的章节，如少阳病篇、太阴病篇

等，以及综合训练。实施过程：当学生对通过解决问

题获得知识的学习方式熟悉之后，选择《伤寒论》中

内容相对较少的一章，将原文原汁原味的呈现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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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即繁体字、无标点，一方面培养学生阅读中医古

籍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张仲景写作《伤寒

论》的编排体例，及对本经病的辨证论治规律。在

《伤寒论》原文学习将要结束的时候，对学生进行六

经病辨证论治的综合训练，通过对精心编排的案例

的分析，训练学生的六经辨证思维能力，及其自主

学习的能力。学生自主学习结束后，教师根据教学

大纲要求对本节知识点进行强调串讲。特点：教师

策划整个训练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以小组讨

论方式进行，教师在结束时对训练的实施效果作出

客观评价。
3 阶段式综合教学法的评价分析

教学方法的评价包括调查问卷和试卷测验两

部分。
3.1 调查问卷结果 讲授教学、经典 PBL 教学、问
题导读教学 3 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对本校 2007 级

针灸本硕连读专业学生 24 人进行问卷调查，见表 1。

表 1 显示，目前学生认为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是

课堂讲授，课堂讲授的试卷测验平均分较低。分析

其原因，首先，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习惯了教师课堂

讲授的教学方法，换言之，学生比较省力，教师教什

么，他就学什么；其次，课堂吸收率低，一方面与教

师授课有关，但也不排除课堂授课方法有利于学生

上课开小差。
3.2 试卷测验结果 选取内容量相似的篇章，分别

以三种教学方法进行。在每种教学方法实施之后，

立即对学生进行不记名测验，目的是降低学生因为

分数压力而进行作弊的可能，即完全检测教学效

果。题目根据教学大纲制定，类型数量相同，见表 2。

表 2 显示，对于经典的 PBL 教学，学生目前还

存在抵触情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学生目前课

业负担较重，课下讨论、查阅资料、归纳总结需要大

量的时间。但结果却显示 PBL 的教学效果是 3 种教

学方法中学生吸收率最高的，换句话讲，动手动脑

是有回报的。
为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在经典 PBL 教学和

问题导读教学之后，均进行了课堂串讲，即按照大

纲要求，强调需要掌握的重要知识点，见表 3。

表 3 显示，3 种教学方法的综合使用效果会更

好，也就是说即便在以学生为主体的第二、第三阶

段，老师应该根据大纲要求进行适当的点拨总结，

以避免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遗漏某些知识点。同

样，在问卷调查中，学生大部分认为《伤寒论》的教

学，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 PBL 及问题导读的教学

方法最好。
4 结论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认为单纯的经典的

PBL 教学法虽然先进，但是目前在中医经典课程

《伤寒论》教学中推行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第

一阶段的教学方法应该以课堂讲授为上，即以传统

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为主，加以引导。随着教学的开

展，逐步引入问题导读、经典 PBL 等教学法较为适

宜。其次，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的培养

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典的 PBL 教学法对于

学生学习自主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要求较高，现在

学生多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缺乏足够的学习自

主性、自觉性，往往由于课前难以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加之团队协作不利等因

素，从而影响经典 PBL 教学法的顺利实施。另外，经

典的 PBL 教学法不仅对学生的要求高，对教师的要

求也较高，对时间和空间要求亦高。鉴于此，《伤寒

论》的教学，应该采取上述分阶段进行的课堂讲授、
问题导读、经典 PBL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比较合理，

这种方法即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符合 PBL 的教

学理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教师和学生时

间、空间的不足。
总之，PBL 是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根据中医

学各门课程的特点，探索适合本门课程的符合 PBL
理念的教学方法非常重要。

（收稿日期：2011-06-08）

表 3 串讲后教学效果试卷测验结果 分

篇章
少阳篇

PBL+串讲
霍乱、差后劳复
问题导读+串讲

平均分 68.8 89.1

表 1 教学效果问卷调查结果

教学方法 最有效 有效 效果不明显

课堂讲授教学 11 08 05

经典 PBL 教学 04 08 12

问题导读教学 09 10 05

人

表 2 教学效果试卷测验结果 分

篇章
少阳篇

PBL
太阴篇

课堂讲授
霍乱、差后劳复

问题导读

平均分 63.3 51.8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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