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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探讨中医骨伤课堂教学的理论基础、教学方法及实践应用，剖析当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

为中传统中医流派传承与现代高校学科教育深度融合的核心要素发展提供思路，也为适应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需要，全面提高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医疗行业服务水平提出相关教学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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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rthopedic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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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integr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subject education, and also to meet the need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level of medical industry service. Relevant teach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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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骨伤学与西医的结合日益紧密，许多研究表明，中医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在骨伤治疗中具有独特

优势。例如，针灸和推拿被证实能够有效缓解疼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同时，现代生物医学技术

的进步也为中医骨伤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使得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医学体系中。 
课堂教学在中医骨伤学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学生能够

深入理解中医骨伤学的基本概念、治疗原则和临床应用。教学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医理论，还结合现

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骨伤学的知识体系，为未来的临床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2]。本

研究旨在探讨中医骨伤学的历史与发展、现代医学中的地位以及课堂教学的重要性。通过探讨传统中医

流派传承与现代高校学科教育深度融合的核心要素，促进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 

2. 中医骨伤学的理论基础  

中医骨伤学是中医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骨骼、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损伤、疾病及其防治。其

理论基础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理论、经络学说等，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中医骨伤学的治疗方法包

括中药、针灸、推拿等，旨在通过调整机体的功能，促进自我修复和康复。中医理论认为，骨伤的发生与

“气”的运行、血的供给及阴阳的平衡密切相关。气血不足可能导致骨骼的营养供给不足，进而影响骨

的愈合；而阴阳失衡则可能导致局部的气血瘀滞，形成疼痛和肿胀。因此，在治疗中，需通过调理气血、

平衡阴阳来促进骨伤的愈合。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某些中药成分在促进骨再生和改善骨代谢方面具有

显著效果，为中医骨伤的病因与病机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3]。 
中医骨伤的诊断原则主要包括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通过望诊观察局部的肿胀、变色等表现，闻

诊通过听取患者的声音、气息，问诊则通过询问病史、症状，切诊则主要是通过触诊来判断痛点和病变

部位。中医骨伤的治疗方法多样，包括中药治疗、针灸、推拿、拔罐、火罐等。中药治疗通过调理气血、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常用的中药如当归、红花、骨碎补等，具有良好的疗效。针灸则通过刺激特

定的腧穴，调节气血的运行，缓解疼痛。推拿通过手法的运用，达到舒筋活络、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此

外，现代研究也在探索中药与西药联合使用的可能性，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例如，某些研究表明

中药成分可以增强西药的疗效，并减少其副作用。综上所述，中医骨伤的治疗方法强调个体化和综合性，

旨在通过多种手段促进骨伤的愈合和功能恢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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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骨伤课堂教学的现状 

中医骨伤课堂的教学内容设置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许多中医院校的骨伤课程内

容仍以传统理论为主，而对实际操作技能及临床应用的关注不足。根据杜小莺的调查研究可得[5]，课程

内容的更新与多样化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然而，课程内容的设置仍然面临着如何平

衡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知识的挑战，尤其是在骨伤领域，如何将中医特有的治疗方法与现代医学的

诊疗手段有机结合，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实践[6]。 
研究表明，影响教学质量至关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是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二是教师的教学能力与

素质和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三是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参与度[7]-[9]。积极的学习态度能够显著提高学习成

效，教师应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参

与度。如何合理整合这些资源，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实施以项目为基础的学习(PBL)模式，

有效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 中医骨伤课堂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4.1. 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结合   

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基础知识，课堂上则进行讨论

和案例分析，从而加深对中医骨伤的理解[10]。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增强他们

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临床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4.2. 案例教学法，有效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分析具体病例，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深入理解中医骨伤的诊断和治疗过程。

例如，采用基于案例的学习方法，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复杂的医学知识，并提高他们的临床决策能

力[11]。此外，案例教学法还鼓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从而增强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技巧。 

4.3. 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   

研究表明，实践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临床思维能力[12]。在

实践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指导学生进行真实病例的观察和分析，让他们在真实的临床环境中学习，同时，

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如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使学生能够在模拟环境中进行练习，提高学习效果。 

4.4. 多媒体教学工具，提高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工具在中医骨伤课堂教学中应用广泛，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

视频、动画和互动软件等多媒体资源，教师可以将复杂的医学知识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这有助

于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13] [14]。 

5. 改进中医骨伤课堂教学的建议 

5.1. 定期审查和更新教学大纲，整合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与传统中医理论   

传统的中医骨伤教学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对现代医学与中医结合的探讨。研究表明，

整合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与传统中医理论，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应用能力。例如，在课程中

引入现代生物材料与中医药结合的案例，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医在骨伤治疗中的应用潜力。此外，

课程内容应当涵盖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中药对骨再生的促进作用等，以确保学生掌握前沿知识。因此，

定期审查和更新教学大纲，结合临床实践和科研进展，将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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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是中医骨伤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实践，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际病例中，从而加深对中医骨伤治疗的理解与掌握。阮国竹等人调查显示[15]，实践教学可以提高教学质

量，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的专业学习能力。例如，张百泽等人[16]通过对医学生口腔临床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满意度调查，对于线上理论和线下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满意度较高，可以提高临

床教学效果。因此，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 

5.3.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是确保中医骨伤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侧重于期末考试，

忽视了过程性评价的重要性。研究表明，综合性评价体系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发展

[17]。因此，应当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包括课堂参与、实践表现、课后作业及小组讨论等，全面评估

学生的学习成果。此外，教师也应定期进行自我反思与同行评议，以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通过建立科

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有效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5.4. 强化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   

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强化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至关重要。开展定

期的专业培训，邀请中医骨伤领域的专家进行讲座和交流，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和临床实

践经验。此外，鼓励教师参与科研项目和学术交流，能够提升其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通过不断增强教

师的专业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医骨伤课堂教学的整体水平，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医学人才。 

6. 结果 

实行“理论 + 实践”教学后，学生们一致反映，与单纯的课堂教学方式比较，“理论 + 实践”教

学模式加深了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之间的联系，缩小了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的距离，提高了主动学

习的意识。通过调查问卷对 50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理论知识、基础技能、阅读与自学能力、思维能

力、逻辑思维、临床诊疗能力等各子项的教学质量提高率(提高率% = 100% * (显著提高人数 + 部分提高

人数)/总人数)，学生评估分别是 96%、96%、86%、94%、92%、98%。调查具体结果如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results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表 1. 教学效果的问卷结果 

 显著提高(人) 部分提高(人) 无提高(人) 提高率(%) 

理论知识 8 40 2 96% 

基础技能 2 46 2 96% 

阅读与自学能力 14 19 7 86% 

思维能力 2 45 3 94% 

逻辑思维 4 42 4 92% 

临床诊疗能力 6 43 1 98% 

7. 总结 

中医骨伤课堂教学在培养专业人才和提高临床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中医骨伤学的

研究和教学实践，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技能的培养之间必须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往的教学模式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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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于理论的灌输，忽视了临床实践的重要性，导致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缺乏自信和能力。因此，未来的

教学改革应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综合运用能力。 
在教学改革的方向上，首先应加强与临床实践的对接，鼓励学生参与实际病例的诊断与治疗，通过

实践学习提升他们的临床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扮演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鼓励学生自主学

习和探索，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综上所述，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的

个人成长，也为整个中医骨伤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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