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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外科学》作为中医学生专业必修考试课程，不仅会对学生今后的临床打下坚定理论基础，也对学
生坚定专业信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皮肤性病章节作为整本书的重点，却也

是最难的部分，单一的传统课堂，对于皮肤疾病症状和皮损的描述类似，容易让学生困惑、丧失专业信

心的负面影响，因此急需适应新模式的教学改革。本文通过对《中医外科学》中“皮肤性病”章节教学

中遇到问题进行分析，借助雨课堂，实行“看病识图”联合“抽丝剥茧”的教学法，极大提高了学生课

堂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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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ulsory examination course for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TCM Surgery” not only lay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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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ture clinical practice, but also has an extremely impor-
tant impact on students’ firm professional belief, and its importance is beyond doubt. However, as 
the focus of the whole book, the chapter on skin diseases and venereal diseases is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A single traditional classroom, with similar descriptions of skin disease symptoms 
and lesions, is easy to confuse students and lose professional confidence in the negative impact, so 
it is urgent to adapt to the new model of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n-
countered in the teaching of “skin venereal diseases” chapt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urgery”, and 
adopts the teaching method of “Kan Bing Shi Tu” combined with “Chou Si Bo Jian” in the Rain 
Classroom, which greatly improve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enthusiasm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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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外科学》中“皮肤性病疾病”的特点 

皮肤性病是以形态学为主的临床学科，理论知识广，是种类最繁多的疾病类别，病种可达 2000 多种，

皮损形态相似度高、形态多样，必须仔细看皮损形态才能够有初步的判断，而教科书上对这些疾病体征

仅作了文字说明，部分疾病在书本尾页配了少量的图片，即使加上课堂上老师的讲解、说明，同学们也

很难真正领会各个疾病的具体形象及临床意义。这种特点给皮肤性病疾病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 皮肤性病疾病的多元化教学模式 

皮肤性病学是一门形态学强、实践性强的学科，具有直观性和复杂性两大特点。直观性是指可以通

过观察皮损的形态特征完成初步诊断，复杂性是指皮肤性病种类繁杂，是种类最多的疾病，实现疾病间

鉴别诊断较为困难 [1]。 
近年来，许多新型教学模式逐步应用于临床医学教学中，但由于皮肤性病学科的专业性及特殊性，

许多教学模式并不适用于皮肤性病学科的临床教学。如何使学生们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良好的学习

效果，是教学工作的重点。教学的意义在于既要让学生能系统性的理解、记忆，又要学生能灵活运用到

临床中去，这对教师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医外科学》皮肤性病章节传统的教学模式多为理论系

统讲授法，在课堂上教师按照教科书上的内容，按概述、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治疗、预防与调

护的统一顺序机械讲授，即“填鸭式”、“灌输式”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课堂气氛枯燥乏味 [2]  [3]，
教师教得费力，学生学得吃力，教学效果不佳。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如今的教学所需 [4]。随

着教学改革的层层推进，多元化教学模式才能适合皮肤性病内容的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模式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和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Case Based Learning, CBL)、企业微信的应用、

超星学习通翻转课堂以及模拟门诊等新兴教学方法也逐步应用。这些新兴的教学模式将传统教学的抽象

晦涩难懂的讲课转变为直观、生动、形象的信息，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接受度 [5]。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新兴的教学模式可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为提升教学质

量，就必须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庞艳阳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1140 7333 教育进展 
 

3. 《中医外科学》“皮肤性病疾病”的教学改革思路 

3.1. “看图识病” + “抽丝剥茧”教学方式为《中医外科学》“皮肤性病疾病” 
教学改革提供新方向 

皮疹辨析是皮肤性病最主要的辨病及辨证依据，具有显著的学科特点，倍受历代医家重视并沿用至

今。某一特定皮肤病的皮疹表现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律及特点，通过“看图识病”：即通过“看得见、摸

得着”的形态学(如皮疹类型、部位、色泽、形状、边界、数目、大小、分布及排列规律)辨析，往往可以

对某一种(类)疾病做出初步诊断，即辨病。由于皮肤性病诊疗中观察皮损形态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

而一双“火眼金睛”尤为重要，相比于 PBL、CBL 的逻辑推导能力教学方法而言，“看病识图”训练则

更适合皮肤性病疾病的学习。“抽丝剥茧”：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四诊合参，辨识病因、病位、病性、

病势、病程及正邪盛衰等要素，概括、判断为相应的病与证，并依此立法、选方，帮助学生快速建立常

见皮肤病辨证论治思维的一种教学模式。 
“看图识病” + “抽丝剥茧”法是从给出患者皮损图片的那一刻起，就由学生们自行考虑是哪种皮

肤病、如何辨证治疗以及该如何与其他类似疾病相鉴别。之后安排针对性的实习课，让学生带着验证的

心理去观察学习，看自己所见的图片与病人的临床表现是否相符，自己的课堂辨证用药与临床用药有何

异同，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提升分析疾病诊疗疾病的能力。 

3.2. 雨课堂及雨题库可作为“看图识病” + “抽丝剥茧”教学改革的载体 

“雨课堂”(rain classroom)是在 2016 年由 MOOC 平台的“学堂在线”联合清华大学的在线教育办公

室共同研发的一种应用于实时服务的智慧教学工具 [6]。该软件将微软 PPT 和微信平台相结合，实现线上

推送教学课件、视频、音频、习题，课堂直播互动，以及课后发布作业、复习任务等智能教学，为进一

步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媒介 [7]  [8]。“雨课堂”能很好地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便于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组织随堂测试，课后教师还可根据测试题的作答数据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以进行针

对性讲解和辅导等 [9]。 
 

 
Figure 1. Classroom exercises 
图 1. 课堂练习题 
 

在中医外科学教学中，利用“雨课堂”推送相关疾病图片、诊疗视频等，使学生对所讲疾病有一个

直观感受，引导学生搜集资料主动学习。如讲授常见病“痤疮”，推送一些痤疮临床病例图片，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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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雨课堂随机滚动点名，也可点击“发送此题”，将习题推送给全班学生，学生用手机作答，让学

生指出病例中皮损的类型，进行疾病病名的诊断——“看图识病”，再让学生根据皮损的类型(粉刺、丘

疹、囊肿、结节、瘢痕)和皮损颜色(鲜红、暗红)以及皮损的自觉症状(瘙痒、疼痛)等“抽丝剥茧”，学生

可以将治法、方药以图片形式或文字形式投稿到“雨课堂”；教师选出一张代表性处方，全班一起分析

学生处方问题，及时纠正，对于培养学生中医临床思维有重要作用。这种“看图识病”联合“抽丝剥茧”

的教学方法，可大大激发学习兴趣。见图 1~2。 
教师还可以进行雨课堂题库的建设，并不断扩增题库的内容，对试卷习题进行筛选和相关参数进行

设置，以避免重复，加强习题的质量控制，之后进行试卷习题发布。学生可在手机上进行答题。对于习

题的作答情况，教师可以通过后台数据实时查看，如学生完成习题的时间、时长、正确率、完成情况等，

然后针对学生出错的题目进行再次讲解、分析，提高学生对疾病的认识。见图 3~图 10。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est scores in class 
图 2. 随堂测试成绩分布 

 

 
Figure 3. The publication of test papers 
图 3. 试卷发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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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tudents’ drawing questions 
图 4. 学生抽题情况 

 

 
Figure 5. Design of examination papers in question bank 
图 5. 题库中设计试卷情况 

 

 
Figure 6. Test interface of students’ mobile phone (1) 
图 6. 学生手机端考试界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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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est interface of students’ mobile phone (2) 
图 7. 学生手机端考试界面(二) 

 

 
Figure 8. Teacher side of the same question students draw answers 
图 8. 教师端同一道题学生抽提答题情况 

 

 
Figure 9. Examination completion (1) 
图 9. 考试完成情况(一)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40


庞艳阳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1140 7337 教育进展 
 

 
Figure 10. Examination completion (2) 
图 10. 考试完成情况(二) 

4. 结语 

在临床过程中，收集典型图片，建立以临床为基础的皮肤病图库，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软件，植入到

雨课堂中，将讲解与图片资料结合起来——“看病识图”，使所讲疾病的临床表现、检查、诊断、鉴别

诊断、辨证论治过程直观、有序地展现出来，化抽象为形象，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可以使同学们身临

其境地认识疾病，——“抽丝剥茧”，将原本枯燥的教学内容具体化、形象化、动态化和可视化，调动

其主动性，强化记忆。根据雨课堂数据的反馈，教师及时调整课程进度，有利于形成性评价的开展 [10]  [11]。
从 2022 年 9 月起，雨课堂加持下的“看病试图” + “抽丝剥茧”已经逐步在我校中医外科学课程中使

用，使用班级有中医班、中医定向班、中西医班、针推班。 
在“看图识病”基础上增加“抽丝剥茧”这一生动有趣的环节，加强了师生间的互动，教师不再是

课堂的中心，而是让所有的学生参与进来，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随着时代的进步，

教学模式势必将从传统的以“灌输式”为主，向“引导式与开放式结合”的方向转变。理论知识学习和

临床实践相结合是医学教学的核心环节，是培养合格医学生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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