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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 结合 PDG 教学法在高职院校《中医诊断学》教学中
的应用探索
崔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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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学》是高职院校中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联系中医基础和中医临床课程的桥梁，为更好进行专科中医专业学
生《中医诊断学》教学，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从某校实际情况出发，结合高职院校中医学专业学生特点，探讨
SSP结合PDG教学法在中医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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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诊断学》是高职院校中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

是联系中医基础和中医临床课程的桥梁，辨证论治是中医学

的基本特点，准确获取病人的病情资料是辨证和诊断的前提

和保证。

SP为标准化病人（ ）经过标准化、

系统化培训后，能准确表现病人的实际临床问题的正常人或

病人 [1]。受制于高职院校专业 SP病人资源有限的特点，应

用由学生扮演，基于 SP模式改良的 SSP即学生标准化病人

（ ），是由在医学院学习过医学

知识的学生担任 SP，对医学生进行各项基本临床实践技能

和多种临床综合能力的训练和指导；PDG教学法（problem-

discuss-guidance）教师提出问题或是病例，学生在自学或是

查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组讨论，教师在最后给予指导和总

结，PDG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基础，以学生为导向的新型学

习方法。近年来，PDG教学法和 SSP的应用已融入中国多

所医学院校的课堂教学中，能使中医基础薄弱，完全没有临

床经验的高职院校大一学生更好地把握病、证、症，完成由

症到证，继而过渡到临床中的病，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本次研究以《中医诊断学》课程中的

问诊实践教学为例。探索 PDG教学法集合标准化病人的教

学效果。

2 教学对象

选取某校 2020级中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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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内容

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

教材《中医诊断学》中问诊实践教学部分。

4 教学方法

4.1 分组并布置案例提纲

自由组合分 5~6组，自行选择组长，教师根据教学内

容和教学目标，制定案例大纲，提前两周分发给学生，引导

学生查询相关资料，预习相关病证的基础知识、重点、难点。

4.2 准备剧本并排练

学生自行完善病案信息，如病人个人基本信息、主诉、

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等。小组长统筹分工，根

据组员的个性特点，分配角色，进行人物设计，并设计情节

和台词。

4.3 课堂呈现

每小组按排练内容进行表演汇报，由一名学生扮演医

生，一名学生扮演病人，问诊结束后，本组其余同学进行补

充，结束后在教师引导下讨论模拟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及不

足，最后由教师就病案及讨论结果做出引导和启发。

SSP结合 PDG教学，学生都能积极参与教学的各个环

节，完成度较高，同时就表演的还原性、专业性，问诊的基

本技能掌握度，及问诊过程中的沟通能力进行了评估，对学

生在整个过程中的收获进行了反馈。结果显示超过多半数的

学生认为 SSP结合 PDG的模式不仅使得课堂氛围更加活跃，

同时能使学生在中医临床思维、基本操作技能、规和沟通能

力及技巧等方面有显著提升。

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专业的桥梁课程，高职院校中医

学专业学生数量多，但学制短，进入医院临床见习的机会较

少，总体表现为多理论，少实践的特点。而传统中医诊断

学课程的讲授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模式进

行，SSP能训练学生采集病史能力，让医学生身历其境来感

受临床，对临床问题的掌握更加准确和合理。在此教学过程

中，对证的分析并不是教学的目的，在小组分组演练的过程

中，更多的应该是着眼于学生对知识的探究、问题的提出，

医患沟通内容和技巧是我们需要把握的重点，使学生通过演

练掌握沟通要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临床教学中存在的矛

盾，有利于提高学生临床技能及沟通技巧，符合高等教育的

发展要求 [2]。PDG结合 SSP教学模式则是一种互动式教学

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

生自主思考，独立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同时有助于打破填

鸭式教学的沉闷氛围，提高素质教育，不仅包括实践操作能

力，也包括医德医风，人际沟通能力等相关人文素质的培养。

SSP应用于课堂中可以发挥其可重复性的优点，这是临床实

践做不到的。优秀的案例设计是教学成功的保障，我们在教

学过程中所涉及的案例均出自各系统典型的病例，同时根据

教学目的就行修改，设计成具有启发性的案例。

中医诊断学是理论基础和临床的载体，我们通过 SSP

结合 PDG教学法，旨在加快学生完成从基础知识积累到临

床思维转换的进程，而传统教学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当前学生

的学习需要。SSP结合 PDG教学法能多注重的是对学生能

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完成知识积

累的同时，从学习中体验到从医的成就感，进而反向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

SSP结合 PDG教学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以掌握真

实的临床问题为目标，同时又不止局限于问题本身，在整体

观念基础上，主动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身临其境，带入性

强，同时小组分工作业，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加

强了学习的愿望，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在解决实际问题

的过程中，使得学生逐步感悟到理论知识学习的重要性，有

利于学生理解较难懂、抽象的中医学理论知识，无形中增强

了对知识的记忆，使学生能够灵活有效地利用所学知识，结

合临床处理实际问题，更好地完成从理论到临床的转换。同

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中

医 SSP在进行培训后能更清楚表达中医知识，理解中医思

维特点，更加准确地表达实际临床问题，“体验式学习”通

过交流互动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使学习变得

更加生动有趣。

对学生而言，可以在多次练习后，及时反馈实践中的

错误和不足，增强学生的临床实践水平和积极性。对教师而

言，教师适度点评，鼓励学生多思考，可以培养学生善于发

现问题的能力。可以更精准反馈学生的表现，有利于教师更

精准地开展教学工作，弥补单纯的课堂理论教学的不足，极

大提升教学的满意度。中医学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决定

了中医临床医生的培养更需要 SSP，中医的 SSP也需要更

加侧重人文素质的培养，沟通能力的提高，SSP则具有体会

更深刻的优势。将 SSP应用于中医课堂，给学生提供更真

实的实践经历，还原临床场景，满足学生学习和实践教学的

需要。SSP结合 PDG教学，也为后续 SSP的培养打下坚实

基础，通过编写典型案例，培养学生的专业水平，后续进一

步加强对表演技巧的培训，结合中医学独特的学科特点，后

续经过不断地培训，可以创立中医 SSP数据资料，更可以

进一步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SSP能够最大限度地模

拟临床患者，全面考查学生的临床综合能力，后期 SSP还

可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考核和实习前考核，加快临床初期融入

速度，逐步提升适应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标准化病人主要是模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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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诊疗环境下的医患状态，但受制于所选病例、小组学员能

力高低、知识储备、表现力等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探索方法，

各组间的学习收获和结果也不尽相同，同时临床实际极其复

杂，学生受社会经历的局限，在模拟不同年龄阶段的病人时，

不能够完全融入角色，展现老人、孕妇等不同人群的特点，

培训周期较短，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太过于典型，如心绞痛发

作，统一都是心前区的压榨性疼痛，表现内容过于标准化，

不能完全替代真实的临床教学，而且 SSP更多的是在主观

症状的模仿，对一些客观的体征则无法模拟，而舌脉作为中

医辨证的关键指标，通过病人口述舌脉结果，也在无形中降

低了辨证的难度，从而无法将临床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进行细

致地还原，无形中也限制了学生的临床思维，造成实践和真

实的临床中存在一定的落差。

随着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临床对专业临床人才的需

求弊端扩大，而医学教育的改革更新，使得高等院校更加注

重培养逻辑能力、分析能力、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 [3]。传

统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相对较差，师生互动也较少，不利于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所以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改变传统教

学的教学方式势在必行。

5 结语

SSP结合 PDG教学，旨在加强高职院校中医学专业的

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理论知识和基本临床技能的掌握度，可

以将中医的专业理论知识、临床技能、医患沟通技巧、中医

人文等对各方面的掌握情况进行综合提升，与此同时，有助

于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培养符合中医药发展需要的知识、能

力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专科中医学教育上寻求新的突

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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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构建英语知识体系网络，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例如，

在学习“What’ ”相关内容时，教师可

以结合不同学生学习能力、认知水平的不同，为学生布置层

次化和差异化的学习任务，如部分学生需要对新单词进行牢

固记忆，部分学生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教材内容与同学展

开对话或者对课文进行翻译等，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促进学生

个性化发展，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学生自信心，提高

学习效率 [7]。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需要加大

对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充分引入情境教

学法，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差异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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