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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针灸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管理

天津 中医学院一附院临床教学部藏 怀

近年来
,

针灸医学以其确切的临床疗效和独

特的理论体系瞩 目于世界
,

在人类医疗保健中鲜

明地展示了其重要作用及价值
.

然而为了培养高

水平的针灸人才
,

推进针灸医学的发展
,

我院对

原有的教学模式与内容曾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

设

计出针灸实习基地建设及规范化的临床教学方

案
,

经过多年的实践
、

修改和提高
,

使之 日臻完

善
。

该方案使教学
—

临床
—

科研有机地结合

为一体
,

提高了学生的整体素质
,

巩固了他们的

专业知识
,

使之达到了应具备的实际工作水平和

科研能力
。

创建临床教学荃地
,

培养中青年教师骨干

临床教学基地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土壤
,

而新

型的高层次的教师 又是辛勤育苗的园丁
。

我院自

1 9 8 9 年以来加强教学基地建设
,

增加先进的检测

设备
,

扩充床位
,

调整了临床教学部
,

完善教学管

理体制和师资培训计划
,

吸收边缘学科人才
,

培

养使用中
、

青年教师骨干
,

并组成 了一支技术精

湛
,

生气勃勃的临床带教队伍
。

十余年来
,

已完成

科研课题 20 余项
,

获成果九项
,

现正承担国家
、

部
、

市
、

局级科研课题七项
。

针灸部设专科病床

30 。张
,

十三个二级科室
,

日均 门诊量达 800 人

次
,

建筑面积达 6 4 9 6 平方米
,

并有 4 4 00 余万元的

医疗实验检测设备
,

为我国最大的针灸专 门学

科
,
1 9 8 9 年被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针灸临床

研究中心
,

指定为全国针灸医师晋升高级职称的

进修基地
,
1 9 91 年被评为全 国十一个中医药重点

学科之一
。

至今
,

我院针灸临床教学部已成为全

国第一流的教学基地
。

此类科研成果纳入教材
,

这样即补充了教学内容

又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

培养了他们的科研意

识
,

锻炼了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
。

我们的带教老

师有许多本身就是科研工作的带头人或参与者
,

因此在带教过程中
,

注意引导实习医师参与临床

科研项目
,

让他们动手实践在实践中学习
。

而实

习 医师又 以大量的临床病例论证了理论知识的

科学性
。

这样相互促进提高
,

既提高了学生学 习

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又促进了科研项 目的顺利完

成
。

另外我教学部还相继主编了《针灸治疗学》
、

《针灸学讲义 》
、

《针灸学 (国际针灸班教材 )》
、

《实

用针灸学 》及《中国针灸治疗 学 》等教学参考资

料
,

还主编了《中英针灸辞典》
、

《针灸学辞海》等

大型工具书
,

为针灸基础与临床医学的蓬勃发展

做出了贡献
。

改进教学方式
,

培养高层次的针灸人才

汲取科研成果
,

更新教学内容

临床与教学是科研的基础
,

科研的成功进一

步促进临床与教学的提高
.

十余年来我院针灸教

学部已完成科研课题 20 余项
,

其中最为突出的

是石学敏教授的
“

醒脑开窍针刺法 治疗脑血管

病
” 、 “

针刺手法量学的研究
”

等科研成果
。

我部将

增加教学手段
,

丰富教学内容
,

推行规范化

教学是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的先决条件
.

在教学中

我们抓住疑
、

难
、

重点均为针刺手法的特点
,

创立

了针刺手法的量学理论
,

采用了现代视听技术处

理
,

制成录像使用对比
、

放大
、

分解等镜头使学生

对手法产生深刻
、

形象
、

直观的感性认识
,

因而激

发了学生自身学 习和研究的极大兴趣
。

几年来我

们摄制教学录像系列计 16 集
、

幻灯资料 n 盒达

2 1 61 张
,

充实 了内容
,

丰富了形式
,

提高了教学效

果
。

同时我们还注重提高临床带教质量
,

采取了

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如
:

(l) 专题报告会
。

每周 1

一 2 次
,

由富有经验的副主任医师主讲
。

以每位主

讲人的针灸临床特长为讲授内容
,

开拓实习生的

视野
,

增加了知识面
。

(2) 临床病例讨论会
。

(3 )典

型病例示教
,

针刺手法录像
。

根据实习医师初涉临床的实际情况
,

对实习

生采取了三步带教法
。

(1)见 习阶段

本阶段以听
、

看为主
,

从入科教育始
,

由教研

室主任介绍院科简史
,

使实习 医生熟悉所在诊室

或病房治疗组的工作环境及工作常规
,

了解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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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

并由带教老师介绍工作程序
,

病历书

写法及格式
,

常用脸穴的定位
、

主治
、

常用手法
,

本院针灸部对部分常见病
、

多发病的针灸治疗常

规
。

此安排对针灸专业毕业生约需 2 周 (门诊
、

病房各 1 周 ) ; 中医系
、

中药系毕业生约 3 周 (l’1

诊
、

病房各半 )
,

阶段实习学生则应 以 此阶段为

主
。

(2 )试诊阶段

在带教老师指导下
,

学 习病 历书写方法
,

并

对病人进行全面查体
,

作部分治疗
.

逐步掌握常

见病的辨证
、

立法
、

选穴
、

配穴方法及常用针灸手

法
。

最终达到在带教老师指导下
,

完整地
、

准确地

书写病历
,

在老师帮助下进行辨证治疗
。

此阶段针灸专业毕业生约需 4 周 (门诊
、

病

房各半)
,

中医系
、

中药系毕业生约需 3 周(门诊
、

病房各半 )
.

(3 )襄诊阶段

经过前 2 个阶段的实习
,

学员已能独立收集

及书写病历
,

逐步学会用针灸手段处理常见 病
、

多发病
。

此时带教老师应严格把关
,

把实 习医师

处理的病患逐一询问核查
,

认真检查所取穴位
。

此阶段针灸专业毕业生需 6 周
、

(门诊
,

病房

各半 )
,

中医系
、

中药系学生需 2 周 (门诊
,

病房各

半)
。

通过教学形式的不断改革
,

提高了学生的实

际水平
。

针灸系学生通过入出科考核证实
,

能够

准确掌握十余种手法并能独立处理对 50 余种常

见病的中西医双重诊断和治疗
。

此处我教学部还

招带硕士生
、

博士生
,

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新人

才
。

4 睡全教学管理措施
,

政策倾斜
,

奖肋到位

我们在健全教学管理措施方面
,

做 了以下 儿

项工作
:

(l) 固定各教研室集体备课及活动时间

各科教研室每学期要有各自的活动计划
,

每

周集体活动固定时间一次
.

依据教学计划
,

执行

教学大纲
,

开展教学法研究
,

将教材中的重点
、

疑

点
、

难点进行讨论达到统一
,

做到集体备课
、

集体

通过任课教师的讲稿和教案
。

任课教师讲课前讲

稿上必须有本科教研室主任的签字方可上课
.

(2 )检查教研室工作计划及活动日志

各科教研室每学期必须有完善的教研室教

学工作计划
,

并且具备每周活动日志
,

以此做为

本学期末教学评估的依据
。

(3 )加强试讲及观摩课

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
,

各科教研室

每学期必须在讲课前搞试讲和教学观摩课
,

做到

有评估记录
,

评估记录做为学期末本科室参加教

学评估的依据
.

(4 )教研室主任听课制度

各科教研室主任每期听课不得少于 15 学

时
,

主任听课时间的考勤由科教科出示证明
,

听

课情况填写在听课记录内
,

由学院教务处盖章认

可
。

(5 )教研室教学工作检查评估制度

关于教研室教学工作
,

每学期按评估条件进

行评估一次
,

评估结果作为奖励依据之一
。

此外为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

我们采取

政策向教育倾斜的方法
,

每年用 5 万元基金奖励

在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员
,

尤其重奖在全

国
、

市
、

局获得教学成果奖的兢兢业业献身教育

事业的辛勤园丁
。

这样促进了教师工作的积极

性
、

主动性
.

因而使我院针灸教学工作取得显著

的成绩
。

93 年我们的电化教学被评选为全国高校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

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
,

坚持改革
,

不断创新
,

向针灸学新的领域开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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