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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临床思辨能力和临床运用能力。中医内科临床见

习是对理论教学的扩展和延伸，是学生第一次以“医生”的参与医院的查房及诊断活动，对于《中医内科学》理论学习的加深

和医生职业意识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任务驱动型教学法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思考的有效方法，可以引入到中医内科临

床见习教学当中，以期获得满意的临床见习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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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ask-Driven Clinical Probation 
Teaching in TCM Internal Medicine

【Abstract】 TCM internal medicine is the main 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quiring students to have skillful clinical 
speculation and clinical ability.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probation is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fi rst 

time for students as docto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ospital's rounds and diagnostic activities ,which is signifi cant to deepen the theory study 

and promote doctors` career awareness.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active thinking, and can be introduced into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TCM internal medicine clinical prob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satisfactory clinical probation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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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临床见习是《中医内科学》理论教学的扩展和延

伸，是培养中医专业学生从“医学生”到“医生”角色转换的

第一步，对提高学生的临床思辨能力和加深对理论教学的理解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人文情怀，形成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1]。我校中医内科教研室自 2011 年起已将

中医内科临床见习引入到《中医内科学》理论教学当中，利用

周末时间安排学生到附属医院不同内科病房进行床旁教学，是

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部分。但有不少学生表示从课堂走向临床

时感到无从下手，临床见习课后的反馈褒贬不一，学习效果也

不尽相同。如何提高中医内科临床见习的教学效果，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临床实践，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我校中医内科临床见习的现状分析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连接中医基

础课程与其他临床课程的桥梁学科。为了让学生“尽可能早”

和“尽可能多”地接触临床，我校学生在学习《中医内科学》

课程同时，分组分批次被安排到附属医院临床见习 8 学时（2

次），根据课程学习进度安排到不同的内科病房，通过临床带

教老师床旁讲解，感受真实医疗环境，理解患者疾病内在病机

的客观表现，体会中医药的确切疗效，旨在加深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但由于多种客观因素

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医内科临床见习教学的效果。

1. 学生人数多

近年来，由于招生人数的逐渐增加，每个学期参加临床见

习的学生由最初的 300 人次增加至 700 人次，附属医院的医疗

资源就显得相对有限，加上学生平时专业课程学习较多，临床

见习教学多安排在周末进行，带教老师和住院患者就更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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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做到一对一带教，只能将学生进行分组见习，每位学生的

见习效果自然无法保证。

2. 见习时间少

《中医内科学》是重要的中医临床专业课，学习内容多，

教学任务重。为了保证理论教学的课时数，必须压缩实训教学

和临床见习的课时，无法统一安排学生进行多次临床见习教学，

只能建议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跟师临床学习，或者通过古今医案

学习以弥补床旁教学的不足。

3. 临床思维缺陷

中医内科学的学习和见习，是以中医基础理论、方药学等

基础学科为基石的，还可能涉及到西医内科学、诊断学等知识。

大二学生在学习《中医内科学》之前学习了中医和西医的基础

课程，尚未系统学习西医诊断学和西医内科学，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学生的临床思维，更不能适应临床上活生生的病例。同时，

带教老师的讲授常会涉及到较多的西医检查项目和治疗方法，

学生们对病例的理解就存在诸多困难。

此外，再加之校区距离医院路程较长，部分学生学习主动

性不够，习惯于机械、被动地接受知识，学习缺乏灵活性；真

实患者疾病病机复杂多变，进入临床后学生常会觉得无从下手，

继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心理，直接影响学习

的兴趣和信心。归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在临床见习教学之

前未设计合理的学习要求和考核方式，学生也未经过适当准备

直接踏入临床，难免会出现疑惑和迷茫，任务驱动型教学是一

种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可引入到中医内科临床见习教学当中。

二、任务驱动型中医内科临床见习的设想

任务驱动型教学是将教学内容设计成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任

务，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以任务为驱动，通过完成任务，来

培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独立探索能力与团队

合作精神的一种教学方法 [2]。该方法要求教师将教学内容中的

知识包含在各项任务之中，通过任务引导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

主动探索，适合应用于实践性与操作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其最

显著的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能让学生“动”起来，进而乐于

学习，主动学习，创造性的学习 [3]。

1. 见习目标定位

由于学生临床专业知识尚未系统学习，作为衔接理论与实

践的桥梁，中医内科临床见习教学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加强学生

对内科常见多发疾病的感性认识，强化学生对中医内科方证对

应、病证结合的思维模式，加深对中医特定症状的理解，而并

非要求学生掌握多少临床疾病的诊疗方法。同时提升医学生的

职业意识，学习医患之间的沟通技巧和人文关怀。如此，临床

见习教学可以对学生学以致用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有限

的医疗资源和见习学时也可达到此目标。

2. 见习前设置问题

在学生进入临床见习前，教师针对见习内容提前设置相应

问题，让学生基于问题去寻找答案，明确自身定位，做到有的

放矢、心中有数。根据分组到不同的临床科室，要求学生事先

复习《中医内科学》中属于该科室的常见疾病，总结该系统疾

病的临床特点，复习病史采集和病历书写的相关内容。如肺病

科，应复习感冒、咳嗽、喘证、肺胀等章节的重要知识点，亲

身体会“气息粗促”、“咳嗽声重”、“胸膺满闷”等术语的

症状表现，同时对见习接诊病例进行病史采集、四诊合参、辨

证分析和拟定处方，将书写病历的成绩纳入过程成绩考核之中。

3. 见习中提问交流

临床带教老师除介绍科室基本情况与常见多发病种之外，

还应对典型的临床病例加以讲解和分析，不宜过多重复教材中

课堂讲授的内容。在讲解中善于提出问题供学生思考，强化学

生的“医生”角色，促使每位学生作为主体积极参与，主动发

言，师生交流，相互促进。

4. 见习后问卷调查

见习结束后教师及时发放问卷调查表，针对学生对临床见

习的必要性、满意度和收获评价设置四个等级（非常、基本、

不、非常不），学生如实填写并说明理由。教师回收有效调查

问卷，对结果进行整理分析，根据学生所提问题和建议进一步

改进临床见习教学方法，教学相长，不断完善。

中医内科临床见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学生第一次以“医

生”的角色参与医院的查房及诊断活动，对于学生《中医内科

学》理论学习的加深和医生职业意识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由

于多种客观因素的存在，临床见习教学效果不尽满意，学生也

无法最大程度地获益。任务驱动型教学法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和主动思考的有效方法，可以引入到中医内科临床见习教学中，

具体的实施方法还有待于在见习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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