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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互联网平台在中医诊断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 要：中医诊断学是传统中医学中介于临床学科与基础学科的一门承上启下的重点学科，其不仅包含大量

的基础知识，还蕴含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需要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不断加强临床实践能力的训练。传统的

教学模式随着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中医学教学的要求。而网络信息化在教学中的广泛

应用极大的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教学水平，这使广大中医医学生能够更加高效地掌握中医诊断学的理论脉络和实

践技术，能够更快地适应临床需要，从而大大缩短中医临床医师的培养进程。这也是21世纪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中

医教学实践的应有之意和与时俱进的重要举措。本文就如何在中医诊断学教学实践中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提

高教学水平的同时培养更具临床技能的高水平临床医生为中心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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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tics is a key discipline connec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tween

clinical disciplines and basic disciplines. It not only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basic knowledge，but also contains rich clinical

practice exper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while learning basic knowl-

edge.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age，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obviously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

ments of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aching. The popularization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zation in

teaching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eaching level. So that the majority of TCM students can more effectively

master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practical technology of TCM diagnostics，and can quickly adapt to clinical needs，so as to greatly

shorte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TCM clinicians. This is also the due mea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aching practice 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era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tics，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and cultivate high-level clinicians with more clin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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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发起，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取得极大

发展和进步，使各行各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而教育教学过程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尤其是互

联网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极大的丰富了教学手段

和教学方式。在高校教学中出现了以问题为导向

的教学（PBL教学）、“基于案例”的教学法（CBL）、微

课教学法等，在不断丰富教学方式方法的同时也为

中医诊断学的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内蒙古

医科大学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以互联网云计算技

术为技术手段，建设优质医学教育资源共享公共服

务平台，不断开拓创新更加高效的教学实践手段，

培养更加符合临床需求的医疗技术人才。

1 中医诊断学教学模式创新发展

中医诊断学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基础学科，其

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所取得

的智慧结晶，是中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医诊

断学在几千年的言传身教中不断传承，形成了独特

的诊疗体系，用区别于西方医学的“望、闻、问、切”

来对患者进行辨症施治。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打破

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促进了医学教育的自由化和

便利化，同时也使教学过程更加直观具体，极大地

调动学生课堂参与度和关注度，弥补了教与学空

隙，完善了多维度教学环节，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

提升了教学水平和效率。

2 中医诊断学教学模式的革新使教学水平和效果

取得了巨大提升

中医诊断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在台上

讲授、学生被动地接受为主，教学模式过于单一化、

程序化，学生缺乏主动学习意识、参与意识及独立

思考意识，教师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随

着互联网在教学中运用，在以“促进教师教学思想

转变和教学能力提高”为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将中

医诊断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形式更新颖，更能体现

多样化、形象化、丰富化、生动化的特点，能够将传

统的二维静态教学模式转变为三维动态直观的教

学模式，使教学更加高效直观[1]。

2.1 互联网在中医诊断教学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催生更多的教学手段，如：

制作好的精品课堂可以上传网络，学生在上课时不

仅可以同步观看，还可以在网络平台进行实时课堂

参与，在课下时也可以随时回看复习巩固，同时课

上还可以运用TBL、PBL、CBL多种教学形式开展。

网络平台还可以收集课前学生的关注点和难点，对

课后教学参与度和有效性等数据进行处理[2]。通过

不断的收集数据，分析出如何更加精准地进行学科

教学，结合中医诊断学客观化研究成果确定如何能

够更加贴近临床，同时通过数据分析受众者的兴趣

和关注点进行重点讲解。通过不断完善教学大纲、

精心制作PPT、录制教学视频，积极利用互联网进行

网上教学、翻转教学、慕课的制作等数字化手段[3]。

众多教学形式的使用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和积极性。同时，教学中可以掌握学生在基础知识

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随时的答疑解惑。

针对中医诊断学中一些抽象的表现和征象也可以

进行直观的展示，也可以借助一些经典的案例进行

实操分析，将互联网技术用于案例教学，学生能够

更加直观领会“望、闻、问、切”诊断技术，达到学以

致用[4]。可以借助互联网让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

会，运用数据信息化手段将枯燥而抽象的理论转换

为形象而生动的各种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能够

使学生更加易懂易学，且更加容易操作，极大地提

高学生的临床操作能力。

2.2 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极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使

学生不断提升实操能力

中医诊断学中存在大量的抽象描述，利用互联

网可以把直观形象思维和想象力结合起来，可以大

大提高中医学生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心理学

家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源于视觉，11%来源

于听觉，1.5%来源于触觉[5]。由此可见，对学生而

言，借助于互联网资源获得多种感官刺激获取的信

息量比传统的教学模式要大得多，而且理解更快，

更容易记忆[6]。而互联网资源的可储存性和可延展

性，使得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本院校的课程，还可以

对接全国其他院校的精品课程，同时可以了解相关

方面最前沿的医学信息资源，这样学生不仅可以从

多维度学习中医诊断相关内容，而且使其不断夯实

基础的同时，与学术前沿融会贯通[7]。将互联网运

用于中医诊断学教学，让学生能参与诊断治疗，辨

证施治形成教学互动，增强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

力。

2.3 互联网教学平台的运用，使中医诊断学不断趋

向于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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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发布的《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医教协同

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对实践教学也

有明确的指示；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

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指出，要

加快中医药技能人才培养。基础知识的掌握可以

促进实操的掌握，而不断地实操有助于学生对基

础知识的再认知，使其对知识的掌握从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更贴近于临床 ，除了传统的

实验、实训还可以在互联网上共享更多实践资源，

在网络教学平台可以通过视频、沉浸式体验、虚拟

实验室、远程诊断等形式进行实践能力训练，让学

生全面了解诊断疾病的过程，提高其学习兴趣及能

力，还能促进师生感情交流，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果。

3 互联网教学平台还可以运用于考核评价

使用互联网教学平台考核评价体系使我们对

学生的学习程度和教学的有效性评价更加客观和

精准。互联网考核评价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不仅

可以考核基础知识还可以考察临床实践操作技

能，并且从多个维度进行模拟考核，这更契合学生

的学习状态，也更贴合临床医疗。而针对教学考

核，也可以通过不同维度的数据分析，进行客观公

正评价，并针对性的提出问题，以便在以后的教学

中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

的放矢[8]。

4 结语

总之，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未来

的中医教学工作中，不断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使用

新技术，不仅可以使传统医学的学习更加易懂易

学，还可以使学生能够在校园中就初步具备较强的

临床技能。可以大大缩短一名成熟医师的培养进

程。中医诊断教学应“以学生为本”，而在实践教学

环节更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强化能力为核心，以提

高学生临床思辨能力为目标，利用互联网平台采取

多种手段让教师从以往的“单纯言语传授”为中心

转变为以“多中心学习”为手段的教学模式，教师可

以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选

择适当的教学方式结合互联网平台进行教学，不断

加强完善数字化课程建设、精品课程网络平台建

设、网络交流、第二课堂讨论等多元化的教学手

段[9]。这些方法的使用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医学

知识和临床技能的掌握速度，提高其中医临床思辨

能力和临床操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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