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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

学入门课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使

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和应用中医学

的思维方法，正确的步入中医学的

殿堂。本门课程的开设一般在新生

入学的第一个学期，而目前大学本

科一年级新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

建立在高中数、理、化等学科的基

础之上，其思维方式已习惯于形象

的逻辑思维模式。但传统的中医学

理论体系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渗

透，它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抽象的、

宏观的、整体的思维模式。二者之

间存在着的较大差异，妨碍了学生

对中医学思想的接纳和理解。在多

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的基础

上，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供大家

参考。

１　贯穿始终，把握好中医
学的特色，建立整体理念，

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医学的特色是与西医学相比

较而言的。西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

的认识，主要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

为手段，通过分析局部的组织结构

及相应的功能活动处于何种状态之

下，而中医在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

理活动时，是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

人体的生命活动，其生理病理体系

偏重于功能的认识，从生理病理的

角度来说，内在脏腑的生理病理变

化 （藏变），决定外在的生理病理

现象 （象变），但是我们在学习脏

腑的生理病理功能时是通过 “象

变”来把握 “藏变”的。如 “肾

主藏精”，主生长、发育及生殖，

肾主水，肾主纳气，其华在发，其

充在骨，开窍于耳及二阴。中医在

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观察并总结出，

肾的功能状况主要是围绕肾中精气

的充盛与否而展开的，在学习肾理

论时，不仅仅要明确肾的解剖部

位，更重要的是把握临床肾中精气

的充盛与否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外

象。肾具有摄纳、贮存、封藏精气

的功能，此功能的意义在于将精气

藏于肾，促进其不断充盈，防止精

气无故流失，从而为精气在体内充

分发挥其生理效应创造必要的条

件。生理上肾中精气充足，表现为

幼年发育正常，青壮年体格强健，

并可促进性机能成熟和维持生殖能

力；肾中精气所化肾阴、肾阳还有

主持和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尤其

是肾阳的蒸腾气化促进水液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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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升清降浊；肾中精气充沛，封藏

摄纳有力，肺的呼吸深长均匀和

调。病理上肾中精气不足，则表现

出婴幼儿生长发育迟缓或障碍；青

年人见生殖器官发育不良，性成熟

迟缓；成年人未老先衰，齿摇发

脱，筋骨痿软，生殖能力减退，男

子精少不育，女子经少不孕；肾

阴、肾阳平衡失调，开合不利，开

多合少见尿频、尿多、遗尿、尿失

禁；开少合多见尿少、水肿；肾阳

亏虚，气化无力，又可见小便清

长、尿液增多，尤夜尿清长；肾中

精气不足，摄纳无力，气浮于上，

则呼吸表浅，呼多吸少，动则喘

甚。此外肾中精气的充盛与否还可

表现在发的生长状况、骨骼的功能

状况、耳及二阴的功能等多方面。

所以在学习时要始终把握这种整体

的、系统的思想。它如阴阳系统、

五脏系统、经络系统，都是从不同

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人体的

系统的生命活动，而对于这种系统

的生命活动的认识，是通过一组组

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体现出来的。

２　把握调控系统内涵，
总揽中医学特色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本身具有一

定的自我调控能力，而这种自我调

控能力是通过机体内部多重系统的

协调统一性而实现的，如阴阳的平

衡协调、五脏系统之间的协调统

一，经络系统的双向调节性等等。

机体内部的这些系统的功能活动，

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人体生命活动

的规律性，它们所表现出的生理和

病理征象，是临床诊断疾病和治疗

疾病的根据。学生在学习时，实际

上主要掌握的是多组症候群，而不

是具体的形态病理变化，对于每一

个系统的功能体现既要准确记忆，

又要注意各个系统之间的区别和联

系。

一般而言，阴阳的协调平衡是

人体生命活动中概括性最强的一个

系统。它通过阴阳自和形成了机体

最根本的自稳状态，这种自稳状态

是通过阴阳之间的对立制约、互根

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的关系

而实现的。其自稳状态的破坏即阴

阳平衡失调是人体的最根本的发病

原理，当外邪入侵或人体本身正气

虚弱而引起阴阳偏胜或阴阳偏衰是

导致发病的根本机制， “阳胜则

热”表现出 “实热证”， “阴胜则

寒”表现出 “实寒证”， “阳虚则

寒”表现出 “虚寒证”， “阴虚则

热”表现出 “虚热证”是中医临

床所有病变的基本证型。所以，损

其偏胜，补其不足，使失调的阴阳

重新达到平衡就成为治疗疾病的总

的法则。

而五脏系统是体现人体生命活

动最核心的系统。它认为构成人体

的各脏器组织，按一定的规律，通

过经络的联系作用，形成了以五脏

为中心的五大功能系统。作为人体

生命活动调控主体的五脏系统，通

过其相应的官窍组织，接受客观外

界的信息而进行整体综合判断，作

出应答，以调节各自的功能状态和

协调系统之间的平衡，维持机体正

常的生命活动。所以，五脏系统的

病理变化既可以表现出每一系统的

特有的临床征象，也可以由于系统

的相互影响而表现出综合的临床征

象。因此治疗的原则，既要注意本

系统的气血阴阳失调，又要注意协

调各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

经络系统既是运行气血、联络

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

同时它又具有感应传导、调节机体

平衡的功能。它通过对各种信息的

接收、传递、变换等作用，自行调

节气血的运行，协调脏腑的关系，

以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

保障健康。当人体发生疾病时，出

现气血不调或阴阳偏胜偏衰时，采

用针灸等治疗方法可激发经络的双

向调节作用，使亢奋者得到平抑或

使抑制者转为兴奋。

总之，人体是一个高度协调、

有序的自组织系统，同时又受到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健康是

一种自我稳定的生态平衡状态，而

疾病的产生是由于正邪相互斗争而

导致自我稳定的平衡系统失调所

致。所以治疗疾病和养生的目的，

是通过帮助人体提高其适应环境的

能力和达到自我平衡稳定。故而，

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无论是对人体

正常生命活动的认识 （包括脏腑、

气血津液、经络），还是对疾病的

认识 （包括病因、发病、病机），

以及养生和治疗疾病的原则，都应

把握和突出这一特色。

３　重视学习过程，逐步适
应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提倡

开卷有益，转变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中基》课程所面

临的学生具有一定的思维定式，他

们对于中医学阴阳五行、脏腑经络

等抽象的思辨概念具有一定的排斥

性，所以作为中医学课程的第一门

课，《中基》教学首先肩负着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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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学生思维方式的重任。中医学

是融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历史产物，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

作，它在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时，

吸收了天文、历法、地理、气象、

数学、生物、社会、心理、哲学等

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文、自然等多学

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内经》认

为，人生天地之间，与其生存环境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是自然环

境，天地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人

的生理活动，使之发生相应的变

化；二是社会环境，也就是人事，

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至社会政治

背景、经济水平、文化环境、民风

习俗等，小至病人的政治经济地

位、文化教养、家境遭遇、个人经

历等，都与人的心身健康有着密切

关系。所以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

学习中医理论，是中医学自身结构

的要求。中医学的医学模式重视人

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将人与生存

环境的和谐、人体心身的和谐视为

健康的基本标准，并贯穿于疾病防

治和延缓衰老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作为临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实施于

医疗活动之中。这都需要学中医的

学生具备相应的知识。为激发学生

对中医学理论的兴趣，培养其专业

素质，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创

造和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让学生主

动地把适合自身需要的知识内化为

自己的修养。我们在多年的教学过

程中，摸索出一套较为完善和系统

的 《中基》教学法。其核心思想

是重视课程教学活动，建立以教师

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双边

教学体系。教师除了本专业外，对

其他学科应有广泛的兴趣，同时能

够渗透性学习，从而达到由专才向

一专多能转变，教师要有广泛的兴

趣，在教学中随处体现广博的知识

面，引导和鼓励学生扩大知识面，

进行研究性学习。同时有意识的、

有计划的指导学生多看一些书，学

习一些古代的哲学史、文化史等。

通过学习和思考古人的智慧，潜移

默化地训练学生的思维，激发对中

医学习的感悟性，使其主动地、逐

步地适应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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