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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提高中西医临床专业教育水平，课题组设置课堂反馈问卷以明晰当前课程设置的不足，促进学

科教学的发展。方法：从2020年9月起到10月设置调查问卷，收集和分析课堂反馈情况，了解学生对专

业课教学和管理工作的评价及观点，为优化教学提供支持。结果：课题组在2020年十月对2019级中西

医结合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106份，回收率100%，均为有效答卷。结果显示当前

课堂设置(90.56%)及教学硬件设施(74.52%)基本满足同学的学习需求，但大部分学生从未参与过临床

实践(34.91%)。课程设置改善方面，学生们着重希望增加临床实践机会(53.77%)。结论：目前的课堂设

置对学生掌握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未进行高效统一，理论学习充足，但实践能力未能强化，应在今后的课

程设置中调整临床实践与理论的教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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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group set up a classroom feedback 
questionnaire to clarify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curriculum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in the discipline.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as set up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2020 to col-
lect and analyze the classroom feedback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and viewpoints on th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which will provide support for optimizing teach-
ing. Results: The group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October 2020 for students of the 2019 clas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A total of 106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with a 100% recovery rate, all of 
which were valid answ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classroom settings (90.56%) and teach-
ing hardware facilities (74.52%) basically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students, but most of them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34.91%). In terms of curriculum improvement, students 
focused on wanting more clinical practice opportunities (53.77%). Conclusion: The current classroom 
setting did not efficiently unif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mastered by the students, the the-
oretical learning was sufficient, but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fail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teaching ra-
tio of clinical practice to theory should be adjusted in the future curriculum.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Questionary, Teaching Practice, Higher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作为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学科，既汲取了西医先进的技术，又融合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念，建立

了全新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在近些年的临床工作中得到了大力发展。相对而言，学科教育在人才培

养及专业建设方面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专业人才不足与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等问题[1]。近年来，国内外学

者对医学教育改革，尤其是针灸学教学方法创新进行了广泛探索。王凡等对案例教学法在针灸学教育中

的应用进行了系统评价，发现其可显著提高教学质量[2]。胡丹等通过对比研究发现，翻转课堂相比传统

讲授法能更好地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提高思维深度[3]。这些研究为本文的教学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参

考。学生反馈被教育界广泛认为是一种高效的教学评估方法，常用于发掘课程改进方向和提升教师教学

水平[4]。为挖掘课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化针灸学的教学改革，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提高中西医结合专

业整体教学质量，课题组于 2020 年十月下旬对 2019 级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根据反

馈，结合近年来在《针灸学》教学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提出具有一定实用性的教学实践改革建议。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课题组于 2020 年 10 月面向 2019 级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共发出调查问卷 106 份，回收率 100%，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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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答卷。因此认为，此次调查是一次有效的调查，通过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反馈意见，可以了解到中

西医结合专业学生在针灸学课程教学和管理等方面的评价和观点。为进一步优化教学提供有力支持。 

2.2. 方法 

问卷采用单项选择形式，最后一题由学生自由回答，提出建议。内容包括“必修的专业课程在多大

程度上满足了您学习需求？”“您参加临床实践的频率为？”“能否将所学专业知识有效运用于临

床？”“教学硬件设施(教室、音响设备、多媒体等)是否满足了您的日常学习需求？”“对您来说，改善

什么最有利于专业的学习(可以从学习习惯、资源设施、临床实践、学习环境等方面展开)?”等。 

2.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并使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不同选择

题选项的选择频次及所占百分比进行了统计，量化反映出被调查学生群体在课程设置、硬件设施、临床

实践经历以及改进需求等方面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特点。 

3. 结果 

根据回收到的调查问卷结果，反映出当前的课堂设置(90.56%，见表 1)以及教学硬件设施(74.52%，

见表 2)基本能满足同学的学习需求，但绝大部分同学从未参与过临床实践(34.91%，见表 3)，只有极小一

部分的同学有较为充足的临床实践经验(4.72%，见表 3)。关于课程设置改善方面，相当比例的学生希望

能够增加临床实践机会(53.77%，见表 4)。 
 

Table 1. Feedback on the first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第一题反馈情况 

专业必修课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您学习需求？ 

选项 小计 比例 

完全满足 22 20.75% 

基本满足 74 69.81% 

有所欠缺 6 5.66% 

完全不够 4 3.7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6 100% 

 
Table 2. Feedback on the second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2. 问卷第二题反馈情况 

教学硬件设施(教室、音响设备、多媒体等)是否满足了您的日常学习需求？ 

选项 小计 比例 

完全满足 19 17.92% 

基本满足 60 56.60% 

有所欠缺 21 19.81% 

不满足 6 5.6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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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eedback on the third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3. 问卷第三题反馈情况 

您参加临床实践的频率为？ 

选项 小计 比例 

总是 5 4.72% 

经常 8 7.55% 

有时 24 22.64% 

偶尔 32 30.19% 

从未 37 34.9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6 100% 

 
Table 4. Feedback on the fourth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4. 问卷第四题反馈情况 

对您来说，改善什么最有利于专业的学习？ 
(可以从学习习惯、资源设施、临床实践、学习环境等方面展开) 

选项 小计 比例 

增加临床实践机会 57 53.77% 

改善教学设施 25 23.58% 

中西医教材内容的有机整合 17 16.04% 

其他 7 6.7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6 100% 

4. 讨论 

根据结果分析，在强化临床经验这一方面需重点关注。《针灸学》是一门临床课程，在强调掌握知

识的同时，应重视临床实践、学生亲自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5]。课题组提出了以下教学改革意见，希望

真正能使学生“早临床，多临床”，一方面强化临床诊治能力，提高临床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巩固和理

解课堂所学的知识，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针对教学问卷反馈的问题，课题组提出教学改革的几点措施和建议： 

4.1. 优化课程设置 

《针灸学》这一课程内容覆盖了针灸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关键技术操作以及针灸在各种病症

中的具体应用等多个方面。课程结构既包含了对经典理论的阐释，也包括了针灸操作的实际演练，以及

如何将针灸应用于治疗实践的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它还涵盖了多种相关学科的知识，使得其既具有理

论学习的深度，又有实践技能的要求[6]。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追求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和信息

的密集传递，常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强调对学生的知识灌输，往往忽视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交

流[7]。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很难得到充分的思考、消化与应用知识的机会，导致即使课程内容充实，学

生在从理论到临床实践的转化上仍显示出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针灸的实际操作能力培养方面，学生往

往因为缺乏足够的互动和实践机会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技能水平。鉴于此，精简和优化课堂教学内容迫在

眉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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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明确重点，避免重复 
在教学课时较少的情况下，可根据《针灸学》教学大纲，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针灸知识、理论和技能，

能运用针灸防治常见病，展开教学时要略有分寸。例如在腧穴总论教学时应详细讲解腧穴的主治特点及

各类特定穴的特点和应用，将每一条经讲深讲透，让学生理解每条经络腧穴的共同主治，同时又能掌握

具体腧穴的个性特点，同中求异，为学生打好基础。而在之后的针灸应用部分，《中医内科学》《中医诊

断学》等学科教学时已经讲解了有关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只需点到即止，不必

深究，重点结合穴位总论内容讲授针灸的治疗方法即可。 
这种教学方式可有效避免知识重复讲授，将既往学科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学习模式。通过

重点讲解过的腧穴知识，学生们可以更好地掌握针灸防治常见疾病的相关内容，从而更好地应用针灸技

术来治疗各种疾病。 
在教学时间有限的前提下，教师可以通过依据《针灸学》的教学大纲来优化教学计划，确保学生能

够在紧凑的课程中掌握针灸的基础知识、理论框架和关键技能，并能够将这些知识应用于预防和治疗常

见疾病。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把握好教学的深度和广度，避免不必要的赘述。举例而言，在腧穴

总论的教学环节，教师应当细致阐释不同腧穴的主治疾病和它们各自的特征，包括如何准确找到这些穴

位以及它们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通过深入讲解，学生不仅能够理解不同经络腧穴的共性，如主治的相

通之处，还能够识别出各自的独特性。此外，注重经络理论与具体腧穴功能的联系，使学生能够在掌握

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在进入到针灸实际应用的阶段，由于学生通过前期的《中医内科学》和《中医诊断学》等相关学科

的学习已经有了对疾病病因、病机以及辨证施治的基本理解，因此，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可以将重点放

在如何结合腧穴总论的内容，通过针灸方法来实现疾病的治疗上。这样的教学配合可以避免在疾病理论

知识上的重复讲解，将重点转移到强调如何将之前学到的理论知识与针灸技术相结合，从而提高课程效

率。通过这种系统化、重点化的学习，能够更加熟练地掌握关于针灸在防治常见病中的应用，进一步提

升了学生运用针灸技术进行治疗的能力。 

4.1.2. 增加线上以及自学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精讲重点、难点，对于基础性和已在其他科目探讨过的内容，则指导学生进行

自主学习，这样的教学策略有助于保持教学内容的连贯性和逻辑结构的严密性。教师可以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比如在线教育平台和互联网资源，来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通过引入多媒体材料，比如视频、图

表、互动教学软件等，学生能够直观地接触到中医和西医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从而加深对传

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理解[9]。这种教育模式既可以帮助学生紧跟学科最新发展，又可以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增强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可指导学生翻阅和研究中医经典著作，诸如《黄

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医学家的论文和著作。通过研究这些经典文献，学生不

仅能够了解到中医的传统理论、治疗方法和历史演变，还能够从历代医家的思想中吸取精华，拓展视野。

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形成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医知识结构，同时也能培养他们对医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力

和批判性思维。通过这样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不仅为学生建立起坚实的理论基础，还能激励他们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培养出具有全面中西医知识背景和较高临床解决问题能力的医学人才。 

4.1.3. 课堂穿插相关学科知识 
中西分属两个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目前大部分院校的中西医结合课程设置都是中西医学课程与西

医课程的简单叠加，缺乏学科间内容的融会贯通[10]。中西医学理论体系与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相互融合，

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融合在形成中西医知识有机整合体系前、没有编著统一的中西医特色教材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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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中西医结合思维模式，教师的授课方式就起到关键作用。如课题组在《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

《腧穴解剖学》等医学相关课程中，选取适当的内容穿插在课堂上进行讲解，这种模式在中西医知识之

间强化了认识和运用，引导学生建构中西医结合的诊断与治疗思维。 

4.2. 应用互动教学法与案例讨论教学法 

在优化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对提升教学质量同样至关重要。以下将详细探讨两种适合

针灸学特点的教学方法。 

4.2.1. 互动教学法 
以往课堂教学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被动接受为辅的模式为主，互动教学法则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

完成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动参与”和“交往互动”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此法将教师角

色定位为教学过程的设计者、指导者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者，从而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11]。但学生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以主角的姿态在课堂上主动地去采取积极行动、

去转化自己在课堂中的定位。 
对于较难记忆的经络循行与腧穴定位，可采用互动教学法，课堂中可进行老师与同学、同学与同学

之间相互定位。既能直观地掌握骨度分寸法、手指同身寸法、简便取穴法等晦涩的书面理论，也能熟悉

腧穴在人体上的真实定位，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每位同学都亲自动手，老师予以指正，同学们的积

极性与记忆深度明显提高。对于刺法、灸法的教学，学生则在老师指导下先在模型上进行持针、进针、

出针等实践；随后同学在自己四肢部腧穴进行进针和行针手法的练习，之后可以互相练习；或者老师予

以针刺，学生作为病人深刻体会针感等。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传授全面消毒、安全意识以及人文关怀等临

床经验，在提升学生临床技能同时，引导学生人文素养观念的形成。互动式教学是以人体为实践的对象，

而不再是以往的挂图、幻灯片等单调的平面教学道具，更能体现将来以病人为主体的临床工作情况，达

到模拟真实临床的训练效果[12]。 

4.2.2. 案例讨论教学法 
案例讨论教学法是教师采取临床病例和问题结合的方法，强调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

变成教学过程的主体，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13]。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问题导向学习，结合临床

案例，检索教师提出的问题，并利用图书馆、网络和一切可用的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并讨论[14]。但授课者

应当选取临床名医医案，重点培养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通过明确医案中的针灸治疗效果，可以在积累

经验的同时，增加学生学习针灸等临床知识与技能的动力与自信。 
综上所述，互动教学法和案例讨论教学法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培养其临床

思维能力，是值得在针灸学教学中推广的有效方法。 

4.3. 临床实践能力训练 

4.3.1. 注重技能培训 
针灸学作为中医学中的一门独特学科，与其它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有着显著的区别，其操作性和实践

性特征尤为突出[15]。临床专业技能水平是评价一个医生最基本的指标，因此发挥针灸临床优势，加强学

生的临床实践技能水平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要紧扣学科特点，以技能训练为主线，以动手实践为中心，

以能力为目标，以培养高质量的临床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全面提高学生针灸专业技能水平[16]。 
除了常规的实训课程教学外，还可以采取一些创新性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比如，教师可

以从中挑选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让他们更规范地掌握针灸的技术，成为其他同学学习的榜样，还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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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余时间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培训。通过他们的耳濡目染，循循善诱，使学生之间达到互帮互教，相互

促进，共同进步的效果。 

4.3.2. 精简理论授课，注重实践操作 
目前，各大高校对于中西医结合培养方案中，关于中医和西医体例的匹配比例以及课程模块的设置

等问题均为一些经验性总结，尚未有相关的大数据支撑的研究论著性报道，而《中西医结合医学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现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中西医教育研究的空白[17]，经过大样本、多

中心的数据分析，认为培训相关科目中中医、西医体例配比应为 5:5 或 4:6 为佳，基础理论课与实践课配

比应为 5:5 或 4:6，中医、西医体例配比应为 5:5，这样的课比设置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为避免理论教

学与临床实际相脱节，教师可以据此适当调整授课计划，在不影响理论授课的基础上，将课时数量向临

床实践操作课程倾斜，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从课堂走向临床，重点提升学生中西医结合临床技能水平。 

4.4. 新的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不仅关乎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估，更对学生的

综合素质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传统的评价体系主要侧重于教师对学生考试和实验结果的评价，

但这种评价方式往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难以反映如临床业务能力、适应临床能力、专业信

息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等方面[19]。因此，对于过去只考查教材内容掌握程度的做法，对于注重考查学生综

合能力的学生来说，授课者需要有所改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一套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临场

发挥以及具体病人诊疗的全过程融入其中的综合评价体系。这样的综合性评价体系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学

生的学习效果，并为教师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反馈，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0]。学界应该积极探索

和实施这种评价体系，以更好地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 

4.5. 国际视野下的针灸学教育比较 

相比国内以理论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欧美针灸教育更注重实践操作和循证医学思维的培养。美国

针灸及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NCCAOM)要求针灸专业学生需完成至少 3000 小时的临床实习[21]。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针灸学教育应

进一步加强临床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 

4.6. 改革效果的长期评估 

本研究主要的不足在于未能评估教学改革的长期效果，应当对所有学生进行为期 5 年的跟踪调查，

通过问卷和深度访谈等方式，评估教学改革对学生专业能力、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长期影响，为进一步优

化针灸学教育提供依据。 
课题组针对 2019 级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对针灸学课程教学的评价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发

现，虽然现有课堂设置和教学硬件设施基本满足学习需求，但大多数学生缺乏临床实践机会。因此，课

题组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意见，主要包括:优化课堂教学内容，避免重复，增加线上教学；穿插相关学

科知识，促进中西医结合；采用互动教学法和案例讨论教学法，提高学生参与度；加强临床实践环节，

注重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建立新的综合评价体系，全面考核学生能力等，课题组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

施，旨在提升针灸学教学质量，促进学生临床实践能力，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培养综合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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