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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一）课程性质 

《内科学》是预防医学专业的专业拓展课程之一，也是公共卫生

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和专业技能考核的主要考试课程之一。通过学习本

课程，学生需掌握内科常见慢性病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同时培

养学生科学的临床诊治防思维，能对内科常见疾病进行正确的病例分

析并拟定合理的诊疗及预防方案；并培养学生牢固树立“大卫生、大

健康”理念，有效引导学学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提高健

康知识普及的能力，为学生从事基层临床工作、社区卫生保健、健康

教育等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二）课程任务设计 

根据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医师岗位需要和国家

公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依据，将《内科学》的教学内容遴

选、整合、序化，重构为8大篇章，并构建内科常见疾病、内科常用诊

疗技术、临床见习等模块。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牢固树立“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发现现象→科学分析→揭

示本质→得出诊断→综合治疗→预防有策”的临床思维能力。在教学

过程中采用PBL教学、案例分析、任务驱动、小组讨论和自主学习等

多种学生感兴趣的方法与手段进行教学，同时收集了大量的图片、视

频、动画等丰富教学资源，将晦涩的知识生动化，大大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学生在完成任务和实际应用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实训

操作过程中，注重开展小组互评及纠错抢答，促进学生全面全程参与，

全方位体验，极大提高学习效率。教学过程积极融入思政元素，将爱

国爱党、人文关怀、吃苦耐劳、勇于担当、团结协作的精神贯穿始终，

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职业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改革评价方法，多维度、多层次评价课程教学效果。将课程评价

分为教学评价和课程考核两部分，力求全面真实反映教学效果。教学

评价由医院、同行教师以及学生分别进行。课程考核将线上线下结合，

采用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成绩评定包含四部

分：平时成绩、线上资源学习成绩、病例分析考核、期末闭卷考试。 

本课程总学时 72节，理实一体教学，建议于第四学期开设。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维护民众的健康利益，具有为卫生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和信念。 

2.树立大卫生观和较强预防保健意识。 

3.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培养创新意识，不断追求卓越。 

4.具有分析批判精神，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 

5.具备卫生人员基本素质，有团队合作精神，实现卫生与社会之

间的和谐发展。 

（二）知识目标 



1.掌握内科常见病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及对人群

进行健康教育的方法。  

2.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技术。 

3.熟悉内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机理、病理解剖和病生等相关

知识。 

4.掌握内科常用诊疗技术的适应症、禁忌症、操作方法等相关知

识。 

（三）能力目标 

1．专业能力 

（1）培养良好的医患沟通和病史采集能力。 

（2）能熟练完成体格检查，正确分析辅助检查结果。 

（3）培养科学的临床诊断思维方法，能对内科系统常见病进行

正确的病例分析，拟定合理的诊疗方案及预防策略。 

（4）能规范完成内科常用诊疗技术。 

2．方法能力 

（1）具有协调的动作技能，完成体格检查及内科常用的诊疗技

术。 

（2）培养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正确描述检查结果。 

（3）培养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对病情

初步分析。 

3．社会能力 

（1）具有团队协作能力。 



（2）培养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3）具有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4）具有对新知识技能的持续学习、应用能力。 

三、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情况 

（一）课程资源设计原则 

本课程按照“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资源库建设基

本原则，基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内科学》课程标准，以及国家执业助

理医师考试大纲来建立知识技能树，结合专业岗位需求，有机融入“人民

至上、尊重生命”的课程思政元素，按照课程资源标准要求，设计并制作

本课程教学资源。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在临床医学

专业教学联盟框架内，充分发挥各参建院校专业教师集体智慧，共同参

与、贡献教学资源，不断提高课程资源质量。 

（二）课程资源建设、应用计划与完成情况 

表 1 《内科学》课程资源建设应用与完成情况 

序号 

学习任务 

（模块）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非文本类资源

（个） 

文本类资源

（个） 

完

成

率 

计划 完成 计划 完成 % 

1 
呼吸系统

疾病 

1.掌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概述、临床表现、病程分期、

治疗和预防。 

2.掌握支气管哮喘的概念、

临床表现、诊断。 

3.掌握肺结核的临床表现、

临床类型和治疗原则。 

51 58 45 50 113 

2 
循环系统

疾病 

1.掌握高血压的概念和分

类，掌握诊断、治疗目的和目

标血压。 

2.掌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39 46 38 43 115 



心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3 
消化系统

疾病 

1.掌握胃炎的临床表现、诊

断和治疗原则。 

2.掌握消化性溃疡的概念、

临床表现和诊断。 

21 23 21 23 109 

4 
血液系统

疾病 

掌握血液系统疾病的概念、

分类、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诊断和治疗原则。 

14 16 13 15 114 

5 

代谢、内

分泌系统

疾病 

1.掌握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

病因、临床表现、诊断、鉴别

诊断和治疗原则。 

2.掌握糖尿病的定义、临床

表现、诊断与分型、综合防治

原则、糖尿病前期综合防治。 

53 58 43 48 110 

6 
神经系统

疾病 

1.掌握脑卒中危险因素。 

2.掌握脑卒中预防原则。 
35 44 33 37 122 

7 
理化因素

所致疾病 

1.掌握中毒的概念、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则、

预防。 

2.掌握急性有机磷杀虫药中

毒的临床表现、治疗及预防。 

3.掌握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的

临床表现、预防 

37 44 29 34 118 

8. 精神障碍 

1.掌握精神障碍概念 

2.掌握精神障碍主要症状

（综合征）及治疗原则。 

25 28 21 22 108 

9 
技能 

考核 

1.掌握高血压的基本特征、

诊断依据、行为危险因素、流

行病学调查和三级预防。 

2.掌握糖尿病的的基本特

征、诊断依据、行为危险因

素、流行病学调查和三级预

防。 

3.掌握心肺复苏的基本知识

和操作方法。 

2 3 2 3 150 

10 合计  277 320 245 275 117 

（三）课程资源结构分析 

本课程共建设教学资源1222个（一期资源700个，后期更新、替换优

化为595个），素材总量为 47.42G，视频总时长2381分钟。其中非文本资



源（视频、图形/图像、微课等）645条，占资源总数52.78%；文本类资源

（word、ppt、图片等）577条，占资源总数的 47.22%。各类资源分布情

况如图1所示。  

 

 

图 1 《内科学》课程素材库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四）课程资源更新情况 

按照本资源库建设实施方案，《内科学》在线资源每年更新率达到

10%以上。2023年，团队教师准备结合自身对专业、对课程、对教学的理

解，更新60个资源，进一步改善本课程在线资源数量与质量结构，确保课

程资源质量。 



（五）课程题库建设情况 

按照课程建设方案，截止2022年7月，本课程建设题库总量达540题，

全部为客观化试题（选择题）。为了保障试题质量，实行了严格的质量控

制流程：参建院校主讲教师命题—各院校课程负责人初审--主持单位课程

负责人二审—资源库项目负责人三审--试题入库。如图2所示。  

 

图 2《内科学》试题库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六）资源建设质量控制机制 

1.源头把关 

根据“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验收评议重点和指标”，结合《临床

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资源建设标准》和《内科学课程建设任务书》，从源

头上把控资源建设质量，资源制作前对微课脚本、PPT 等基础材料以及素

材成品均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任课（主讲）教师—课程负责人—资源

库项目负责人层层审核把关，确保素材质量。 

2.反馈整改 

资源应用于建课之后，实行追踪、反馈机制。基于教学平台讨论区、



评教结果等，主讲教师随时收集师生对于资源的质量反馈信息，直接反馈

给课程负责人，由课程负责人对存在问题素材实行随时下架--整改—再上

架处理。 

四、课程教学评价体系 

本课程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基于教学平台大数据分析， 进行

了一系列教学评价改革，形成了规范、科学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学生课

程成绩=过程性评价（平时成绩10%+线上学习成绩20%）+终结性评价（理

论考试50%+综合应用考核20%）。 

（一）过程性评价 

1.实行教学全过程评价 

形成性评价全方位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其中“课前”主要为熟悉

课程内容，完成“独具慧眼”等作业，“课中”安排学生签到、教师讲

授、师生互动提问答题等形式的方式实施教学，“课后”主要向学习者推

送重、难点内容的微课、作业、思维导图、主题讨论、记忆小窍门、思政

等资源、帮助学习者消化吸收、巩固知识，同时进一步促进学生良好职业

素养的建立，并设计每堂课后有学生课后反馈、无记名评教活动，促进教

师教学质量提升。 

2.过程性评价形式 

充分发挥在线课程平台功能，将学生课堂参与互动、课后观看课件与

微课、动画、图片的浏览时长、完成作业、主题讨论数量与质量等纳入平

时成绩计算范围，期末由主讲教师一次性导出。 

3.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将学生平时学习态度，以及实训、技能考核过程中是否体现“尊重生

命、医者仁心”、“预防为主”的观念等纳入平时成绩计算范围。 

（二）终结性评价 

本课程为专业拓展课程之一，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了理论考试+

综合应用考核的课程终结性评价方案。 

五、课程推广应用情况 

（一）课程应用情况 

本课程以慕课学院开课为主。截止2022年，本课程选课总人数为 

8186人，使用单位705个，累及互动次数143107次，共产生使用活动日志 

1926243个。如图3所示。  

 

图 3 《内科学》慕课学院开课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二）课程教学活动开展及课程讨论区数据情况分析 

1.截止当前，共布置作业119次，参与人数52475人；共完成在线考试

6次，参与人数2615人。如图4所示。  



 

图 4《内科学》课程教学活动开展情况 

在本课程教学中，教学团队积极鼓励师生开展课前、课中、课后各种

互动活动，设置互动作业20个，作业提交数量16012次；设置主题讨论184

个，回帖133542个。充分活跃了教学氛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取

得良好教学效果奠定了基础。如图5所示。  

 

图 6 《内科学》课程教学课后讨论统计数据 

六、课程建设特色与创新 



（一）创建“点、线、面、维”立体型知识框架体系 

教学设计充分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创建“提笔点墨-连点成线-两线

放射-三线支撑-多线纵横-织线成网-共筑城墙”的知识的网格。并通过思

维导图与病例分析同向同行的进阶式学习方式，将知识前后关联，从知识

到实践，从表现分析其本质，达成学习能力的提升。如图7所示。 

 

图 7 《内科学》立体型知识框架体系 

（二）以学生为中心，开创多种教学形式 

1.自创“独具慧眼”环节：实践证明，该环节明显提升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学生的观察能力及通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为行医打

下坚实专业基础。 

2.创设“记忆小窍门”：通过调研，学生反馈记忆困难让他们逐渐散

失学习兴趣，故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自创记忆小诀窍，帮助学生巧妙、乐

趣、长期记忆知识，从而解决学习中的绊脚石。 

3.见证思维成长：通过病例分析和思维导图为媒介，见证学生临床思



维能力从凌乱到条理，从片面到全面，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提升学生综

合学习能力。 

（三）创建思政素材资源库,构建四条思政主线 

为更好的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让思政如盐入水，教学团队不断从知识

点中充分挖掘其蕴含的思政素材，并将这些核心思政要素总结成了职业素

养、政治素养、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四条思政主线。并将这些思政元素行

云流水般融入课堂，让课程思政育人于无形之中。如图8所示。 

 

 

 

 

图 8《内科学》四条思政主线 

七、问题与对策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联盟内院校使用班级偏少，可能与部分教师教学理念更新、信息化教

学技能普及程度有关。 

（二）改进对策 

拟组织课程负责人、应用良好的院校优秀教师赴部分参建院校现场交

流、进一步推广应用；建议项目组继续开展对中西部院校教师进行线上线

下的信息化教学技能培训，持续促进各个院校信息化教学均衡发展。 

 

预防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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