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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

开发 学 生 的 智

力多出人才
,

快出人才
,

加快实现中医现

代化的速度
,

中医教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

了
。

做为一个从事多年中医教学工作的教

师
,

就所感触到的中医教学中所存在的一

些问题和 如何改革
,

仅就方剂学的教学为

例
,

浅谈 一点自己的看法
。

一
、

讲课要适 当改变教材顺序

中的先理性认识而后感性认识的顺序颠倒

过来
,

这样
, 在讲课时可 以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

二
、

改革教学方法

教师讲课如完全按照书本标题顺序
,

只能机械地排 列讲课内容
,

而不能有效地

启发学生思考
、

探讨和学习兴趣
。

例如
:

方剂学是一门从基础 过度到临床课中的桥

梁课
。

而方剂学包括着许多治 疗 上 的 学

问
。

这些内容直接关联着各科
。

如果不能

深入浅出
,

简明扼要地把每首方剂涉及 的

有关病证
、

病理机 制
、

诊断
、

药理方面内

容讲清楚
,

而是按教材上组成
、

用法
、

功

效
、

主治
、

方解
、

临床运用
,

这种标题顺

序讲解
,

一是不符合初学者 的认识和思维

过程
,

同时也 就不能从证 到 法
,

从 法到

方
,
从方到药

,

从理论到实践来说明每一

首方剂的内在含义和运用规律
,

也就无法

达到示以规矩
,

教以权变的 目的
。

因此
,

在讲课时要按照本门课程的特点
,

按其中

医发展的内在规律
,

按照 “
实践一一理论

一一实践
” 的认识过程

,

教师在备课写讲

稿时
,

不要拘泥讲义标题顺序
,

要把讲义

我院的教学
,

就我的感触
,

教学方法

是以 “注入式”
为主

。

教师提供过多
,

引

出问题过少
。

只注意灌注知识
,

而在如何

培养学生探索
、

创新精 神方面
,

相对而

言
,

则注意不够
。

从中医基础课到临床各

科
,

尽管很多教师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

但

总的教学方法仍是以
“注入式

’, 为主
。

因

此
,

一部分同学到了二
、

三年级
,

学 习兴

趣随年级增长而逐渐减退
。

其中主要原因

不是学生的专业思想不巩固
,

而是教材
、

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

因为学校的课堂教学

以教师为主
,

而教师讲课 以教材为主
,

这

就不能不考虑我们存在于教学上的问题
,

若置教材而不问
,

避教学方法而不纠
,

只

责怪学生
,

这未免有些偏见
。

学生的学习

态度
,

从某些方而来说
,

有其主观能动

性
,

但又有其被动性的一面
。

如同从事其

它各个学科或技艺的学 习一 样
,

、

能否成

才
,

学 习兴趣是很重要因素
。

如果能使学

生对某一学科产生学习兴趣
,

并且使其始

终如一
,

甚至逐渐浓厚
,

除了靠学生本人

努力钻研外
,

更重要 的是靠教师
。

一是教

师 的学识水平 ;
一是教师的教学方法

。

所

以
,

做为教师
,

不仅要在专业知识上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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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自己
,

而 且要在探索教学方法上下功

夫
。

课堂教课 中
,

教师只讲 各 章节 的提

纲
,

把教课重点放在剖析 难 点
、

疑 点 上

来
,

向同学提出思考问题
,

启发思路
,

开

出 参考书目和杂志目录
,

引导学生如何自

学
。

这样
,

教师的教学工作 重点就由
“
教

”

到 “导 ” 了
。

此外
,

各门课要多开几次学

术讲座和辅导报告
。

例如
:

方剂课讲理血

剂中的桃核承气汤时
,

我认为在 ( 主治 )

中讲清蓄血和蓄血证 的概 念
。

讲清桃核承

气汤既然是治疗寮热互结
,

但为何方中用

辛温之桂枝
;
在用法中讲 清 服 后

“当微

利
” 的道理就可 以了

。

此后则向同学提出

思考问题
,

如桃核承气汤主治病证
,

为何

以少腹急结为辨证要点? 大便正常或大便

色黑易解
,

为什么还用承气汤通便? 引导

思 考
,

并 向学 生 提 供 参考书目 《医方

考》
,

《血证论》
,

《卫生宝鉴》等
。

方剂教材中所选成方都是古今各家的

创作
,

它们既体现了各家所独具的匠心和

历代用药的风格
,

也反映了历史上方剂学

发展的脉络
。

当讲完血府逐疲汤后
,

可 以

利用辅导时间
,

进行一次讲座
,

介绍王清

枉创制的几个逐疲汤组方特点 和 用 药风

裕、 以及直前活血化淤法在临床使用进展

借况
。

当讲完固涩剂
,

固冲汤
,
治风剂

、

镇肝熄风汤后
,

可利用辅导时间介绍张锡

纯的组方用药特点
。

在讲 完补中 益 气 汤

后
,

可进行一次甘温除热法和补中益气汤

目前在临床上应用的专题讲座
。

方剂课结束后
,

可 在 图书馆的 协 助

下
,

搞一次有关方剂图书 展览
,

包括方剂

学发展史中与方剂学有密切关系的书籍及

方剂出处的书籍
。

这样使学生既掌握了教

材上的内容
,

又扩大了知识面
。

由此 引导

其学习和钻研兴趣
。

并增强其阅读能 力和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三
、

开展讨论
,

活跃学习气氛

课堂教学
,

不能只听教师 的
,

当然课

堂讲课以教师为主
,

但应组织学生进行适

当的讨论
。

例如
:

有一次在讲理中丸和小

建中汤时
,

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
。

有的同

学提出
: “

小建中汤和理中丸均为治疗中

焦虚寒证
,

那么
,

小建中汤证为何不用理

中丸加减而用桂枝汤倍芍药? ”
随之又提

出一系列疑问
,

如为何叫小建中? 如何建

中? 在这一连串的疑问中
,

我再从分析小

建中汤主治虚劳病证中的里急
、

心中悸动

和虚烦不宁
、

发热等症的病机着手
,

讲清

虚劳证的治疗原则
: “

五脏俱虚从中治
”

和
“
建脾者

,

必以甘为主
” 。

使同学们进

一步理解了小建中汤所治病证的要点
、

治

疗原则
、

建中的意义以及如何建中等等一

系列问题
。

这种方法不仅收到了更好的教

学效果
,

而且活跃了学习气氛
。

教师在讲课和讨论过程中要 引导学生

善于发现问题
。

教师要相信学生的探索精

神
,

要多启发学生提出疑问
,

教师追求
“
无疑

”
是办不到的

,

有疑才有问
,

古人

尚说
: “

学则须疑
” 。

任何学科都一样
,

要想使学生掌握知识
,

就要设法使学生从

课本中
,

从教师的讲课中
,

从某些学术观

点中去发现疑点
,

提出问题
。

科学 的发明

是从对某种事物现象的怀疑开始
。

如果教

师照本科宣
,

学生循规蹈矩
,

不准他们越

雷池半步
,

只能训练出人云亦云
,

没有创

见的书呆 子
。

以上仅提 出一些 粗浅见解
,

谬误之

处
,

恳请批评脂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