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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将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运用于 “中医诊断学”教学，并探究其教学效果。与传统

教学法比较，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程度；接受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的班级期末考核成绩明显高于接受传统教学的班级。Ｓｅｍｉｎａｒ－
案例教学法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辨证思维能力，提升 “中医诊断学”教学质量，值得中医

药高等院校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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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诊断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

的中医学主干课程，是连接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

各科的桥梁学科。由于中医诊断学知识点多、信

息量大、内容繁杂，而传统的课堂教学注重于基

本理论、基础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使得教学过

程抽象、枯燥、乏味，学生多通过死记硬背的形

式应付考试，学习兴趣不浓、学习积极性不高，

因而往往不能主动地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分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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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临床辨证思维能力的

欠缺。

近年来，随着医学教育模式的不断改革与创

新，国内学者开始将 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
引入中医学各学科的教学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法是指以教师和学生为共同
的教学主体，学生为探索某一问题与教师共同讨

论的一种交互式教学方法［１］。案例教学法是指根

据教学目的的要求，把临床实践过程中的真实情

形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学生分析和思考的案例，

采用独立研究和集体讨论的方式，以提高学生分

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２］。本教研团

队将 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进行结合，并将
其引入中医诊断学教学中，发现其具有相得益彰

的效果，在加强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掌握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中医临

床辨证思维能力。

一、研究对象与课程设置

选择我校２０１６级中医学本科专业２个班学生
共１０４人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
为试验组 （５６人）和对照组 （４８人），两组学生
在性别、年龄、入学成绩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中医诊断学”安排在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入

学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总学时为８０学时。此前
学生已经完成了中医基础理论，解剖学、医古文

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教材

选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第十

版）——— 《中医诊断学》［３］。

二、教学方法

（一）对照组教学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 ＰＰＴ结合板书为主的传统授
课方法。课前让学生预习教材相关内容，课堂教

学时，授课教师详细讲解诊法 （望、闻、问、切）

及辨证部分内容，并对涉及的基本临床技能进行

指导，学生课后自行复习总结。

（二）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
１教学设计
以师生为共同的教学主体，将案例作为主题，

采用 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法开展讨论学习。教师的教学设

计内容包括： （１）教学计划：教研室集体备课，
制定教学进度表，包括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的内
容、课时、场所等。 （２）案例选择与设计：每个
案例均来源于教学团队教师的中医临床原始病例，

经过精心整理，选择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与

教材紧密结合的案例，内容涉及四诊及辨证等方

面。（３）教学方案：采用 “合班上课，小组研讨，

课外跟进”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分为诊法 （望

诊、闻诊、问诊、切诊）及辨证 （八纲辨证、病

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两大模块，

每个模块安排三次 （一次２学时）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
教学。

２教学实施
开课前向学生介绍教学改革的意义、目的及

相关安排，建立 ＱＱ群以便内部交流和资料传阅。
将试验组分为１１个学习小组，每组５人 （有一组

６人），各选出一名组长。教师在教学前一周公布
案例及论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利用教材、图

书馆、数据库 （ＣＮＫＩ、万方）等资源查阅文献，
小组内部讨论交流形成统一观点。教师可适当提

供扩展阅读的资料和文献。课程开始后，教师首

先介绍报告及讨论的主题，接着由组长汇报小组

对案例的研究情况，这部分内容要求观点鲜明、

条理清晰，并说明存在的疑问，小组其他成员可

进行适当补充。小组汇报后教师引导学生围绕案

例进行讨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

不受任何形式限定的交流。针对报告内容，教

师、学生均可向报告人提问，或就相关知识点进

行补充完善，或对报告内容提出不同观点。主讲

小组成员逐一回答相关疑问，亦可就案例内容展

开辩论。教师及时引导，创造一个多维互动的课

堂讨论情境，并把握讨论的方向，使之不偏离主

题。启发学生就案例内容进行深层次思考、分

析、讨论，就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方

面得出准确精辟的结论。教师对本次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
例教学法进行总结与评价，各小组修改讨论报告

并上交。

（三）课程考核

课程结束后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进行考核，试

卷由教务处从题库中随机抽取命题，题型包括客

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客观性试题 （选择题、

填空题、名词解释）占４５％，主要考核学生对中
医诊断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点的理解；主观性试题

（简答题、病案分析、证型判断）占５５％，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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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学生的分析、理解及辨证能力。考前不做任何

形式的辅导，考试结束后由考务人员密封试卷，

教研室全体教师采用统一的评分标准进行流水

阅卷。

三、对比分析

以无记名的方式对试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学习态度、综合

能力、专业知识三方面共十个项目，每个项目均

含有 “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级，学生仅

选择一个等级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以 “√”
表示［４］。

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两独立样
本的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基线特征

表１结果显示，试验组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
法）和对照组 （传统教学法）学生在性别、年龄

结构、入学成绩、专业基础课成绩等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基线可比性。

表１　试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基线特征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性别 ［人 （％）］

男 女

入学成绩

（分）

专业基础课

成绩 （分）

对照组 ４８ １８９６±０７２ １７（３５４２％） ３１（６４５８％） ５４０３３±３６８０ ８１１７±４６２

试验组 ５６ １９１８±０８５ １９（３３９３％） ３７（６６０７％） ５４２７０±３８１３ ８１２８±２７８

ｔ值 １２７ ０３２ ０１５

Ｐ值 ００８ ０８４ ０７８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１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对学习态度的影响
学习态度主要考察是否能提高学习积极性和

增强学习主动性两个方面。表２结果显示，与传统
教学方法比较，实施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可明显提
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增强学习主动性 （均 Ｐ＜
００１）。

２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对学习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所考察的学习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

表达和沟通能力、归纳问题能力、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表３结果显示，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
明显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表达和沟

通能力、加强归纳问题的能力、培养分析问题的

能力、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均 Ｐ＜００１），提示
与传统教学法比较，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方法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３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对专业知识学习的
影响

本研究所考察的专业知识学习包括 《中医诊

断学》知识点、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理论与

临床实践结合能力三个方面。表 ４数据显示，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可明显拓展学生总体知识面，
提高临床辨证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将理论与临床

实践结合 （均 Ｐ＜００５）。以上结果提示，与传统
教学法相比，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可明显提升学
生的专业知识学习能力。

表２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对学习态度的影响

考察项目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好 较好 一般 差 好 较好 一般 差
χ２ Ｐ

提高学习积极性 ２２ ３２ １ １ ８ １６ ２３ １ ２０８６ ００００

增强学习主动性 ２１ ３３ １ １ ７ １６ ２４ １ ２２６７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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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对学习能力的影响

考察项目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好 较好 一般 差 好 较好 一般 差
χ２ Ｐ

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２０ ２８ ７ １ １１ １２ ２４ １ ９９７ ０００２

培养表达和沟通能力 ２２ ２７ ６ １ １１ １０ ２６ １ １３４６ ００００

加强归纳问题的能力 ２３ ２８ ５ ０ １２ １２ ２３ １ １４１２ ００００

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 ２２ ２４ ９ １ １０ １０ ２６ ２ １２９２ ００００

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３ ２３ ８ ２ １３ １０ ２４ １ ７３４ ０００６

表４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影响

考察项目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

好 较好 一般 差 好 较好 一般 差
χ２ Ｐ

全面掌握中医诊断学知识 ２０ ２５ ９ ２ １１ １２ ２２ ３ ７６２ ０００５

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 ２１ ２３ １１ １ １１ １５ ２０ ２ ６１５ ００１３

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能力 ２０ ２２ １３ １ １１ １４ ２１ ２ ５１２ ００２４

（三）期末考核成绩分析

对照组和试验组学生期末考核成绩见表５。数
据显示，接受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和传统教学考试
成绩高于８０分的人数分别为２７和１０人，成绩在
７０分以上的人数分别为５０和２７人。接受 Ｓｅｍｉｎａｒ

－案例教学法班级平均成绩为７８４５±６７０，接受
传统教学法班级平均成绩为７０５６±８９４，两组比
较Ｐ＜００１。以上结果提示，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
可明显提升学生的期末考核成绩。

表５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例数
分数分布情况 （人）

＞９０ ８０～８９ ７０～７９ ６０～６９ ＜６０
珋ｘ±ｓ

对照组 ４８ ０ １０ １７ １７ ４ ７０５６±８９４

试验组 ５６ ３ ２４ ２３ ６ ０ ７８４５±６７０

ｔ值 ５１３

Ｐ值 ０００４

　　注：试验组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成绩与对照组 （传统教学法）比较，Ｐ＜００１。

四、讨论

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理念的核心是充分挖掘教师与学
生的学理潜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多层次、多角度

的交流互动，从而深化对某一教学知识点的认识，

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佳效果，真正达到 “教学相长，

日学日进，学有所获”的教学目的［５］。案例教学

法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教学法，它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以典型的临

床案例为知识载体，以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为特征，

教师与学生共同对案例进行讨论，由此加强对相

关知识点的掌握理解［６］。伴随高等院校中医学教

学改革的广泛兴起，本教研团队在过去十年已连

续实践过多媒体教学、ＰＢＬ教学、数字化实验实训
课程、资源共享课、慕课、微课、标准化病人等

创新型教学模式，给课堂教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但将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联合应用于 “中

医诊断学”教学过程尚属首次。

临床案例的选择是开展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改
革的关键环节，典型的案例可形成循循善导的作

用，非典型案例则可能误导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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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在讲授望诊时，本团队选择了如下案例：

张某，男，３６岁，１周前出现口腔溃疡，时感口
渴，某医依据 “足阳明胃经环绕口唇”，诊为 “口

腔溃疡，胃火上炎证”，治疗后症状无明显好转，

故来求诊。现症见：舌尖红赤破碎，有一直径约

２ｃｍ溃疡，周围红色点刺成片分布，舌苔黄，口
苦，心烦，小便短黄，脉数。辨为 “口疮，心火

亢盛证”，给予相应治疗而痊愈。教师在小组讨论

后给出相应分析：正所谓 “望而知之谓之神”，望

诊在收集临床资料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案前

医之错在于忽视望诊，坐而论道，一见口腔溃疡

便联想到胃火亢盛。本案中病人 “舌尖红赤破碎，

溃疡，周围红色点刺散布，舌苔黄”可知病性属

火热，病位在心，而非胃火上炎。如果在诊断中

重视望诊这一重要手段，即可减少误诊。

另在脉诊中，本教研团队分别从以症测脉和

以脉测证两方面选择典型案例。如其中的一个案

例：刘某，男，４２岁，农民。胃痛 ４天，素体健
壮，嗜食辛辣。近 ４天来自觉胃脘灼痛，吞酸嘈
杂，消谷善饥，渴喜冷饮，伴牙龈肿痛，口臭，

大便干结，小便短黄，舌红苔黄。本案问题为：

病人可能的脉象？病人可能的证候诊断？在讨论

过程中大部分小组都能回答出 “胃火炽盛证”，但

关于脉象的答案未能统一，存在 “数脉”、 “滑

脉”、“洪脉”、“实脉”等多个答案。教师针对分

歧作出解析：患者因嗜食辛辣，停于胃内，积滞

化火，致胃火亢盛。滑脉主食积，数脉主热证，

故可见滑数脉。

本次教学改革纳入了我校２０１６级中医学专业
两个班级，两组学生在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入

学成绩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见

表１）。在学习 “中医诊断学”之前学校已经开设

过 “中医基础理论”、“医古文”等基础课程，专

业基础课程期末考核平均成绩亦无统计学差异，

具有基线可比性 （见表１）。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表
明，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可明显提升学生的学习
态度，主要表现在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增强学习主

动性两个方面 （见表 ２）。在综合学习能力方面，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可明显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提高沟通和表达能力、加强归纳问题能力、

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见表 ３）。

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亦可加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
掌握程度，主要表现为拓展中医辨证思维、全面

掌握中医诊断学知识点、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

合三个方面 （见表 ４）。期末考核成绩结果显示，
接受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的学生成绩显著高于接
受传统教学法的学生 （见表５）。以上评价结果提
示，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教学法突破了传统的 “空中楼

阁式”、 “填鸭式”教学模式，在促进学生掌握基

本理论、基本技能的同时，加强了他们的中医辨

证思维能力。在中医诊断学教学中采用 Ｓｅｍｉｎａｒ－
案例教学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

且促进了师生双方学术思想的创新，提升了教学

质量，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Ｓｅｍｉｎａｒ－案
例教学法将 “中医诊断学”课堂教学与临床实践

密切联系，可为学生将来走向临床奠定坚实的基

础，也值得高校教师们进一步探索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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