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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内经》课的板书设计

天津中医学院( 300193)　姜　东

　　板书设计是撰写教案的基本内容之一, 也是实

施教学方法的重要手段, 特别是《内经》教学, 强调板

书的严谨、贴切、自成系统乃是完成课堂教学的关键

所在。为此, 笔者愿就以下几个环节, 略作初步研讨。

1　标题鲜明确切

《内经》课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 且文字古

奥, 内容精深,故在讲授中具有一定的难度。笔者在

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体验到,针对原文采用分列若干

小标题。熔字、词、句的注释 ,经文旨意和理论原则等

内容于一炉的讲法, 是一项刻意求新的教法改革。因

为它打破了那种只对原文泛泛串解或罗列词解满堂

灌的呆板程式, 又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使学生易感

枯燥并难于理解的弊端。为此, 在设计板书时 ,当首

选注重标题的选订, 力求其鲜明醒目、立意确切、贴

近经旨, 并遵循原文做到前后呼应,贯通文意。

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风胜则动 ,热胜则

肿, 燥胜则干, 寒胜则浮, 湿胜则濡泻。天有四时五

行, 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 暴怒伤阴,

暴喜伤阳。厥气上行, 满脉去形。喜怒不节, 寒暑过

度, 生乃不固。”一段经文,其内容是论述四时阴阳偏

胜致病及情志太过致病的不同特点, 从而阐明病因

学说的阴阳之理。授课中若只按经文逐句讲述,便会

产生经意不相连贯的感觉,亦不能使学生领会经文

要旨。因此, 可这样设立标题:

一、天有四时五行以生五气

二、人有五藏化气以生五志

三、外因五气太过的致病特点

四、内因五志不节的致病特点

(一)五志与五气相对而言所伤有内外之别

1.五志伤内, 伤五藏之气

2.五气伤外, 伤人之形体

3.五志相对而言所伤有阴阳之异

怒伤阴, 喜伤阳

　　小结: 五志
伤内
五藏之气

阴←
肝血
　 怒

阳←
心气
　
喜

五气
伤外
身形

动←风

肿←热

干←燥

浮←寒

濡泻←湿

课堂实践证明,通过精心设计的标题无疑对深

刻剖析经文的内涵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2　力求纲举目张

对讲课内容写出条理清楚的大提纲与细条目,

是突出系统性, 逻辑性教学的必要过程, 这通常是由

板书设计来实现的。前述的分列标题法可作为板书

的大提纲, 然而, 面对内容纷繁的《内经》原文, 归纳

成若干的细目也非易事。这需要执教者在充分掌握

原文旨意的基础上, 经反复推敲, 方能做到纲举目

张。如《素问·生气通天论》: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

绝, 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

听, 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一节经文, 其纲

为“论煎厥”, 又据经文内容分列病名, 病因, 病机,诱

因, 病证, 病势等细目, 遂使纲目井然,层次清晰, 可

谓贴切、中肯。无疑对开拓学生思路、全面理解原文

颇有裨益。

3　内容约而周详

设计出板书的纲目仅仅是完成制订教案的基础

工作。如果再将讲稿中的要点与纲目有机地结合起

来, 不仅丰富了板书的内容,而且也为学生做好听课

笔记提供了依据。当然, 融入的讲稿内容应取舍精

当, 文简理明,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对于重要的推理

过程也可用简明文字或图示注明 ,或加“→”表示。如

《素问·经脉别论》“食气之胃”一节, 以图示说明谷

食生化、输布的过程,可使学生对经文所叙述的生化

过程一目了然。现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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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值得提出的是,遇到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要

详记, 一般了解内容可从略。至于教材中的难点、疑

点, 也应一一指明。如此,才能使板书内容条分缕析,

约而周详、自成系统。如上图中“毛脉合精”须重点讲

解, 故可在图下标记: 毛脉合精;指气血相合。张介

宾: “肺主毛, 心主脉,肺藏气, 心生血 ,一气一血, 称

为父母, 二脏独居胸中,故曰毛脉合精。”

4　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内经》的重要方法, 作为

教师应在授课中尽可能说明有关经文的临床意义,

方能学有成效。因此, 在撰写板书内容时, 对颇具临

床指导意义的经文必须加以指明。例如《素问·五藏

别论》指出传化之府的功能是“写而不藏”、“传化物

而不藏”板书则应指明,这是后世“六腑以通为用”理

论的基础。又如目前临床“冬病夏治”的方法,显然是

对“春夏养阳”原则的具体运用, 故授课时当于板书

中明确指出。再如《灵枢·大惑论》所述目与五脏六

腑精气的关系, 是临床眼科学中五轮学说的理论基

础, 而五轮学说又是治疗眼科疾患的辨证依据,故于

板书设计中必须给予精当的处理,可归纳设计如下

形式:

五轮学说

眼胞
脾精

肉轮

白睛
肺精
　
气轮

黑眼
肝精
　 风轮

瞳子
肾精
　
水轮

赤络
心精
　
血轮

辨证依据
眼睑下垂——脾虚——健脾益气法

白眼赤络贯入黑眼——肺火犯肝——清肺养肝法

　　凡此种种,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教学中不

容忽视。

总之, 板书设计一项内容在教案制订中占有重

要的位置。

(收稿日期: 199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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