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品德要高尚)作为医生修养的两个标准,认为“人

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文中对医生

的治学态度、诊疗作风、思想修养、学术道德等都提出

了严格的要求,论述的观点对当今的医学生仍然起着

十分积极的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医古文中有关医德

的内容远离空洞的说教,用大量感性的事实说话,更易

于被学生所接受, 并于潜移默化中变成一种内在的品

质和精神,从而起到提高医学生医学道德的作用。

2　有助于医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

医古文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具有医学的共性,而且

在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规律、药物配伍理论

等方面都有其自成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 有其独特的

规律, 对于解释人体奥秘、探讨生命机理、研究疾病的

发生发展等,也显示了较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其次,无

论医古文的理论内容还是实践经验,无不体现着古代

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等哲学思想,如古代科学阴阳

平衡、五行生克、天人合一等三大原理向医学的渗透

等。医古文对祖国传统医学产生与发展的人文背景、哲

学思想的分析, 对生命观、疾病观及诊疗技术的介绍

等,可以从不同角度充实拓宽医学生的专业知识领域,

增加医学生对中国医学的纵向联系,使广大医学生在

接受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了解古代中医学的有

关知识,理解不同医学体系对于生命现象的认知差异,

拓宽视野,开阔思路,活化思维,完善知识结构,并为进

一步学习中医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3　有助于医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医学学科具有很强的专业特性,同时又是一门综

合性很强的学科,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 勿庸置疑, 可

以提高医学生的文化素质,同时还能产生提高其专业

学习效果的作用。因此,作为基础教育的文化素质教育

理应加强,不能削弱。在中国古代灿烂文明中孕育而成

的医古文,其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它的生命力根植于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

而且其中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栩栩如生刻画人

物性格的《扁鹊仓公列传》(作者司马迁)、情理交融述

说“拯人”“寿世”医道的《与薛寿鱼书》(作者袁枚)、别

开生面说理精辟的《用药如用兵论》(作者徐大椿 )等文

章就写的各具特色,脍炙人口。另外,文学色彩浓郁的

医古文作品源于生活,具体生动,具有融形象性与情感

性于一体的特点,极易深入人心,产生共鸣。因此,加强

优秀医古文的学习不仅能为学生提供理智的满足, 情

感的陶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力,鉴赏力与写作水

平,并且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感悟力和形成不断获取新

观念的能力。

4　有助于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

医学无论中外,皆起于对人性的关怀,医学的属性

内在地包含着人文社会因素, 医学研究对象应该是社

会的人而不仅仅是疾病,受教育者不仅要关心病人和

疾病更要关心全社会、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具有

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

人文精神等。比之于物理、化学,医学与社会的、心理的

关系更直接、更密切,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因此,提

高人文素质是新形势下对医学生提出的新要求,加强

这方面的修养势在必行。

人的尊严与使命,人的权利与责任,人的理想与品

格,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协调等等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在

医古文著作中都有体现。另外,尽管许多的医古文作品

是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它把人看作是自然界整

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不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是将

其放在自然界的整体运动和动态平衡中进行研究,并

且综合运用了与人体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处处渗透

着古人对天文、气象、地理、生物、心理以及哲学的理

解,将这些思考同医学生所学专业联系起来,有助于医

学生扩展视野,加深对人类复杂生命现象的认识,正确

把握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增加人文精神的培育。

(收稿日期: 2000-08-27)

探讨开创行为性教学法

在实验针灸教学中的应用

王　强

(天津中医学院　300193)

苏桂新

(天津医科大学　300070)

中图分类号: R319.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1180(2001) 02- 0028- 02

　　在 60年代末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本

杰明·布卢姆( Benjamin. S . Bloom)提出一整套的掌

握学习的教育理论“目标体系分类”,并应用到教学实

践中,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6 年 9 月曾来

华讲学。中国卫生部科教司将其教育理论与我国实际

情况相结合,进行修改、简化,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28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 ianjin Co llege o f T r aditiona l Chinese Medicine

第 20 卷 第 3 期 2001 年 9 月 Vol. 20 No . 2 March. 2001



行为性教学体系,并将其应用于中等医学教育领域,取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我国行为性教学体系有三项

主要内容(表 1) ,其中把技能目标分为 4 个层次,即模

仿—形成—熟练—自动。实验针灸学是一门运用现代

科学方法验证中医学理论及与其他新兴学科交叉渗透

形成开放性研究格局的学科。“继承是基础,发展是目

的”作为当今中医的总体战略,改革教学方法,勇于创

新,培养高层次、高技能中医人才, 是不可忽略的重要

议题。实验针灸学的创立为中医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

地。

表 1　我国行为性教学体系内容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态度目标

记　　忆 模　　仿 接　　受

理　　解 形　　成 遵　　循

应　　用 熟　　练 习　　惯

分析综合 自　　动 信　　奉

实验针灸学教学目标: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验证中

医学理论的同时,提高当代中医专业人才综合技能,增

强科研意识,尽可能与国际最新技术接轨,为中医学的

发展打下人才基础。

1　具体作法

1. 1　实验针灸学涉及知识领域广,学生在进行实验针

灸学习前,应全面掌握中西医必要知识。在带教老师的

指导下,熟练掌握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的方法和途径。

完善多媒体教学,以图片、幻灯、计算机教学等手段,直

观阐述实验针灸学理论和与之相关的科研动态,了解

所有实验全过程,完成知识目标。

1. 2　学生独立完成大纲要求的所有实验,完成态度目

标。

1. 3　在以上基础上,要求学生自拟实验, 从实验目的

——实验对象——器械、物品的制备——实验方法

——实验结果及分析,最后完成技能目标。

本方法运用的是对比式教学。对比式教学是指在

实验针灸学实验教学过程中,一个主要目标与一个或

一个以上次要目标作为比较的实验教学方法,即以 3

为目标,与 1、2 两个目标作参照的实验教学方法。

2　教学分析讨论

2. 1　“教”和“学”的互动　教学是指教师“教”和学生

“学”的双向活动。这一双向活动是否密切,首先取决于

“教”的态度、“教”的准备、“教”的方法。使学生实现“态

度目标”。在实施本教学法时,注重教学中的每一个环

节,学生在学习中得到启迪的同时,完成“知识目标”到

“技能目标”的转变。

2. 2　改变考试方法,体现学生能力　为了考察学生是

否达到教学目标, 把考试分为理论、实验、平时成绩三

部分,重点放在实验考试和平时成绩。实验考试主要考

核学生运用已学过的知识是否能成功查阅资料、参考

大纲中实验,自拟出实验,并完成实验报告。平时成绩

和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2. 3　满足教学改革需要　布卢姆的教育理论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形成的行为性教学法分为知识目标、技能

目标、态度目标。运用对比式教学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在

学时少、内容多,理论强、实践性也强的情况下达到行

为性教学的 3个目标。

2. 4　强化多媒体教学作用　多媒体教学将实验针灸

学、实验、临床报道、最新科研动态广泛化、直观化。解

决因资金的问题无法完成的教学目标。

2. 5　启发学生的创造力　对于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

很强的学科来讲,实施对比式教学使学生摆脱枯燥乏

味感,增加了兴趣, 加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开拓了思

路,培养了科研意识。

2. 6　提高教学人员的学术水平　在运用这一教学法

过程中,迫使教师完成教学大纲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外

科技动态, 注重归纳、总结、认真准备、精心设计, 高水

准完成教学,促进科研水平不断上台阶。

(收稿日期: 200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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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对卫生保健的需求

不断增长,医学职业教育的层次则由中专教育上移至

高等职业教育。医学高等职业教育有助于普通医学本

科教育,其特点表现为:培养目标的实用性、专业设置

的职业性和灵活性、人才规格的复合性、教学内容的实

际针对性、服务对象的社会性以及就业岗位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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