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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我校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本研究以执业医师考试大纲为导向,运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教学方法,将“临床案例”与“课程思政”融入生理学教学,构建“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

床”教学体系,针对教学大纲、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实现在有限教学时间内,学生尽可能掌握全面

的考点知识,同时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等,从而减轻学生未来的备考压

力、提升职业素养,助力于提高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培养合格中医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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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pass rate of the practicing physician examination in our school, this study is guided 

by the outline of the practicing physician examinati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using a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l. Integrating "Clinical Cases" and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hysiology Teaching. Building a teaching system of "early clinical, multi clinical, and repeated clinical". Reform 

in teaching syllabus, teaching mode, and other aspects.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comprehensive exam 

knowledge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in limited teaching time. Simultaneously improv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teamwork ability,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etc. So as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future exam preparation for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ssist in improving the pass rate of practicing physician 

exams and cultivating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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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以下简称执医考试)是检验学生专

业知识与技能的重要考试,它是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成为合格

医生的必经之路[1]。考试分为两站,包括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

合笔试考试,医学综合笔试考试内容主要是基础综合、专业综

合、实践综合三部分。随着我国执医考试的正规化发展,该考

试通过率被默认为是衡量和检验医学院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

标[2]。我校执医考试总通过率情况呈现逐年降低,且均低于全国

平均通过率近10%。 

生理学是研究正常人体生理功能的基础学科,是培养临床

医生的重要学科,包括了内科学、外科学等最基础的东西。基于

生理学课程的重要性,我国历年实施的执医考试试卷中生理学

知识都占有较大的分值[3],因此如何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纳入

生理学教学是生理课程建设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现阶段执医考试更加注重知识点的掌握与应用,基础综合

考察量明显增加,基础医学试题会以病例的形式考察,看似临床

题,实则考基础[4]。如何在现有的课时内,既让学生尽可能全面

掌握生理学执医考纲的考点知识,又同时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

灵活应用,达成课程培养目标,避免成为应试教育,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鉴于此,我们以临床执业医师考试大纲为导向进行生理

学课程教学改革,旨在减轻学生的备考压力,提高执业医师考试

通过率,为其职业生涯铺好第一块砖。 

1 执医考纲融入生理学教学大纲的必要性及其实施

过程 

将执医考试大纲,融入生理学教学中,改善教学方法,提高

学习效率,提高我院人才培养质量和理论考试成绩通过率。 

1.1执医考纲融入生理学教学大纲的必要性 

生理学课程内容繁多、理论性比较强,教学内容全而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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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学生没有明确生理学重点知识,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存在学

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成绩不理想的问题。将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融入课程教学,可以让教师在教学中围绕执医考试大纲有

重点地实施教学,优化了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一目了然,达到

高效的教学目的。同时,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避免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枯燥,甚至产生厌学情绪,提高学生学

习效率。 

1.2执医考纲融入生理学教学大纲的实施过程 

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把执医考试作为指挥棒,优化生理学教

学大纲,构建与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大纲相适应的教学大纲。因

此教师在生理学教学过程中要以现有生理学教学大纲为基准,

按照国家最新颁布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要求、结合学生

的学情编写适合学生的教学大纲,以此突出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内容。例如近几年执业医师考试中增加了生理学案例分析

题,而学生的答题并不理想,因此教师要结合临床案例适当调

整教学内容。 

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2.1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的必要性 

生理学课程理论性强,生理学的知识点多而抽象,前后逻辑

性更强,知识系统更复杂,学员一般都反映生理学的难学、难记、

难运用,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消极态度。剖析其原因主

要是生理学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不仅考查学

生对基本知识、理论的掌握情况,还突出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

临床问题的能力。因此为了将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融入生理学

教学,教师必须创新教学模式,构建以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为导

向的多元化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以“满堂灌”的

授课模式实施,这种教学方式难以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对于课

堂中内容学生很难完全掌握,因此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点的整体

理解和应用。而在单一的网上课堂中,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知

识结构,同样也非常考验学生的自制力。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指的是将传统的线下教育模式和线

上教育进行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强化了教师

与学生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同时教师可以用更加灵活的方法

来对学生进行监管和指导[5]。依托多媒体技术实施互联网教学

模式,增强师生互动。长期以来生理学传统教学过程中存在师生

互动性较差的问题,因此为了增加师生的互动,教师要发挥多媒

体教学的优势,将枯燥的生理学内容以形象的动画形式展现出

来。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由超星公司开发的移动学习专业平台。

教师可以在线开展各种教学活动,学生可以在线观看教学视频

和参与讨论、完成作业和测验等；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一个交互

开放式的教学环境,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6]。 

2.2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生理学课程中的实施过程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对比基础的、乏味的知识,他们更喜

欢参与临床案例分析,尤其是对于热点话题比较敏感,因此在具

体的教学中教师要以执医考试内容作为切入点,围绕考试内容

开展教学,以此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医德医风、沟通能力和人

文关怀也是执医考试的内容之一[7],通过在案例中融入思政元

素,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的

意识和能力。 

课前环节：教师在学习通上初步完成生理学在线课程建设

(包括教学视频、教学课件、题库、资料库等),且选择中国大学

慕课国家精品课程中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生理学作为线上学习

课程；课前推送预习课件,并且根据执医考试大纲和生理学不同

的章节系统,准备合适的临床案例进行分享和讨论。学生对教师

的要求进行预习,通过学习通观看教学视频、PPT；并在课前完

成预习和知识点测试,针对重难点内容和临床案例进行线上讨

论,教师针对学生的讨论优化备课内容,在接下来的线下授课中

针对性授课。 

课中环节：利用学习通签到功能完成学生签到。教师除了

对主要知识点进行讲解,可以以发放的临床案例导入课程,让学

生带着问题去学习知识点,还应根据学生讨论的重难点,设计教

学内容,有针对性地为学生答疑解惑。线上随堂测试、提问,可

通过学习通选人、抢答功能进行提问,发放随堂测试并针对错题

进行讲解,有效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最后回到临床案例,用学习过的知识点解决案例带来的问

题,理解知识点,并熟练运用。 

课后环节：教师在结合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规律后,设计适

当的课后作业和拓展性讨论,并且要求学生基于临床案例中的

课程思政部分在线讨论,或是分享自己遇到的或是影视剧中出

现的思政案例,学生通过学习通参与讨论。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

的重要环节,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关键手段。应当在完成某章

节的教学任务后,在学习通发放阶段性测试,构建突出过程考核

的评价体系。该测试不仅有基础的生理学知识,还应当包括历年

执医考试真题和案例分析题,检验学生的阶段性学习效果以及

对生理学知识点的临床应用,让学生尽早掌握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的相关技巧,检测教师的教学质量,以便教师优化下一步教学

设计。针对学习过程的评价,学习通定期发布问卷调查,让学生

参与评价或提出意见和建议。 

3 构建“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教学体系 

实施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培养方案是教育部结合医

学人才培养方案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

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8]。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从医学生

转变为医生,提前培养学生的病人意识、社会意识、服务意识以

及社会责任,开展早临床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3.1撰写临床案例 

临床学生大一大二的课程主要是基础医学的知识,学生没

有建立临床思维,因此很多学生存在“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脱

节”的现象,部分学生对于基础医学课程重视不足,为了帮助学

生更好的理解掌握基础知识,通过案例讨论帮助学生初步建立

临床思维。 

在基础医学专业课课程过程中穿插临床案例,让学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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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案例分析,明确案例中涉及的基础医学知识点,包括系统解

剖学、组织胚胎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等。每学期教学后深

入学习临床案例后,在寒暑假布置假期作业——撰写基础结合

临床案例并进行分析,学生每10人一组,从临床案例患者的基本

情况、主要诊断、治疗情况、案例知识点涉及的主要学科、主

要基础知识点、医患沟通情况进行阐述并分析。其中医患沟通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步诊断之前,询问主要包括主

诉、现病史、既往史等情况；第二阶段为相关检查之后,根据检

查结果进一步得出更为详细的诊断结果；第三阶段为治疗过程。

针对所提出的重点进行沟通提问,知识点全部为基础知识点,其

中医学人文关怀要贯穿始终。为学生分配不同指导教师进行指

导,开学后统一收齐后,请不同专业教师做评委进行评比。 

3.2学术竞赛拓展 

本院在第二课堂开展了“中国生理学知识竞赛(全英文)”

“江苏省大学生基础医学实验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

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等系列学术竞赛活动,第一第二课堂

紧密结合,促进学生不断磨炼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温故而知

新,切磋促提高,提升实践能力。 

3.3开设临床执医强化基础课程 

本院针对大三学生开设临床执医强化基础课程,基础医学

各个教研室教师制定针对学生的执医教学大纲,针对性的结合

执医考试历年真题,强化基础课程,将学生常错的试题进行分析,

坚持将基础医学课程内容与临床案例相结合,强化学科间知识

的交叉融合,强调早临床、多临床、重复临床,培养学生对医学

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4 结语 

以执业医师考试为导向,在生理学教学中加强临床案例知

识和课程思政的培养,促进医学生顺利通过执医考试,使其尽早

合法地服务临床,是教学改革的目标。临床医学这门学科向来具

有极大的特殊性,医学院校作为医学人才队伍的孵化场所,应当

秉持正确的医学教育价值理念,强化高质量的医学院校教育培

养,加快先进的教学行为观念养成,为国家和人民培养满足新时

代需要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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