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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高等职业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核心课程。在临床医学中占有及其重要

的地位，它不仅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而且与它们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学好内

科学，是学好临床医学其他专业课程的关键。本课程重点阐述临床常见病、多发

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并发症、辅助检查、诊断和鉴别诊断、

防治原则和进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内科学的基本知识，能够运

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对常见疾病进行诊疗。 

（二）课程任务设计 

本课程设计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教学中通过引入病例的方法，以病例带出疾病的方式向学

生提出学习问题，通过问题把将完成学习内容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教学

活动，注重学生临床思维的培养，融“教、学、做”为一体，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内科学的理论知识、临床技能和职业素养。 

本课程打破以知识为主线的传统课程模式，转变为以职业能力为主线的课程

模式。课程内容包括内科疾病包括呼吸、循环、消化、泌尿、造血、内分泌系统

及代谢、营养、风湿等常见疾病以及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等。 

本课程总学时 100节，其中理论 80 节，实践 20 节，建议于第三、四学期开

设。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2．具有较强的协作能力；  

3．能够尊重同情病人； 

4．能够保护病人的隐私；  

5．能够保证病人的安全； 

6．具有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 

（二）知识目标 

1．熟悉人体解剖及病理生理等基础知识； 

2．熟悉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 

3．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表现； 

4．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辅助检查及治疗原则； 



5．熟悉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理生理及发病机制。 

（三）能力目标 

1．能够规范操作常用内科临床基本操作； 

2．能够对内科病人的病情作出基本的判断； 

3．学会对内科病人进行基本的诊疗活动； 

4．学会对内科危急重症病人进行抢救； 

5．具备对内科病人进行健康教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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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专业岗位需求和内科医生

工作基本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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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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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介绍本课程学习内容、学习任务、教学安排、学习

方法和课程考核标准，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认识

学习本课程的重要性。 

2 2 6 7  

2 
呼吸系统

疾病 

1．了解本系统疾病常见病因和发病机理。 

2．掌握本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鉴别诊

断和防治原则 

3．解释慢性支气管炎发展为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及慢

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过程 

4．能确认重症哮喘、大咯血、休克型肺炎、呼吸衰

竭并实施抢救措施 

5．树立预防为主观念，能为本系统慢性病患者制定

预防、保健措施，开展宣教 

56 56 51 51  

3 
循环系统

疾病 

1．了解循环系统常见病病因、发病机理。 

2．说出心功能不全、心脏瓣膜病、高血压病、心肌

病及常见心律失常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要

150 150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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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和治疗原则 

3．解释心功能不全的病理生理改变与临床表现之间

的关系 

4．能确认急性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急性心肌

梗塞、高血压危象等急症并实施抢救措施 

5．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能为本系统慢性病患者制

定预防、保健措施，能开展卫生宣教 

4 
消化系统

疾病 

1．了解消化系统常见病的病因、发病机理。 

2．说出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肝硬化、肝性脑

病、急性胰腺炎等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

断和防治原则 

3．会确认胃穿孔、上消化道出血、肝功能衰竭、急

性胰腺炎等急症，并实施相应抢救措施 

4．树立预防为主观念，具有体贴、爱护病人的良好

医德医风 

81 81 25 25  

5 
泌尿系统

疾病 

1．了解泌尿系统常见病的病因、发病机理。 

2．说出慢性肾炎、肾盂肾炎、泌尿系统感染的临床

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防治原则 

3．简述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诊断依据和防治原则 

4．对尿液检查、肾功能测定结果作出正确分析、判

断 

5．树立辨证观点，认识肾脏与全身的辨证统一关系） 

36 36 12 12  

6 血液系统 

1．熟悉贫血的概念、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血、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的病因、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和防治原则 

2.了解白血病分类、病因、发病机制，熟悉临床表

现、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原则。 

3．熟悉铁的代谢过程及缺铁性贫血的病因及发病机

理，掌握缺铁性贫血的临床表现及治疗原则 

4.熟悉慢性白血病急性变、DIC等急症的临床表现、

诊断依据及相应急救措施。 

5．掌握使用对骨髓有抑制作用的药物时的病情观察

及防治。 

6.熟悉造血系统辅助检查包括骨髓细胞学、细胞免

疫学、染色体核型、分子生物学等检查报告的分析、

判断。 

27 27 18 18  

7 
内分泌系

统及代谢

1．了解内分泌系统常见病的病因、发病机理。 

2．掌握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的临床表现、并
27 27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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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疾病 发症、诊断要点、治疗和预防原则。 

3．熟悉甲亢、糖尿病有关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分析

和判断 

4．掌握甲亢危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及昏迷的临床

表现及处理措施 

8 
风湿性疾

病 

1．了解风湿性疾病常见病的病因、发病机理。 

2．掌握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表

现、诊断要点、活动性判断及治疗原则。 

1 1 7 7  

9 
神经系统

疾病 

1．了解神经系统疾病常见病的病因、发病机理。 

2．掌握三叉神经痛、特发性面瘫、吉兰巴利综合征、

脑出血、脑梗死、一过性脑缺血发作的临床表现、

诊断要点、活动性判断及治疗原则。 

13 13 25 25  

 合计  393 393 181 182 
670，

100% 

 

（三）课程资源结构分析 

1.课程素材库建设情况：截至 2022 年 7 月，本课程共建设教学资源 575 个，

素材总量为 13.238G，视频总时长 1714.13 分钟。其中非文本资源（视频、动画、

音频、微课等）393条，占资源总数 68.35%；文本类资源（word、ppt、图片等）

182 条，占资源总数的 3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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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POC 课程素材应用情况：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上学期开设的内

科学 SPOC 课程，搭建课程共应采用素材 319 个（其中视频类资源 131 个，非视

频类资源 188 个），资源种类丰富、形式多样。SPOC 课程素材应用占该课程在资

源库素材库中 670个素材的 47.61%，实现了课程拥有足够资源冗余。 

图 2  内科学 SPOC课程素材库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图 3  内科学课程素材分类统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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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第一主持院校拟在 2022 年 9月底之前继续投入 14 万元，结合内科疾病最新指

南、研究成果等，制作 60 个微课、动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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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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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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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总成绩=形成

性评价成绩 40%+终结性评价成绩 60%。 

（一）形成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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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预习等，“课中”安排学生签到、教师讲授、师

生相互提问、头脑风暴等形式的课堂互动方式实施教学，“课后”主要向学习者



推送章节作业、自我小测、自我小结、重点或难点内容的微课或者课堂录像，帮

助学习者消化吸收、巩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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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设计形成性评价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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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作业数量与质量、提

交病历书写扫描件等纳入平时成绩计算范围，并依托平台设置各个环节分数比例

权重，期末由主讲教师一次性导出，既做到评价公开、公平、公正，减少教师主

观性误差，又能全面评价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3.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将学生平时学习态度，以及实训、见习、技能考试过

程中是否体现尊重生命、关爱病员等纳入平时成绩计算范围。   

（二）“联盟+联考”的终结性评价：本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按照人

才培养方案及资源库教学联盟的计划，实施了“联盟+联考”方案，取得满意效

果，形成了本课程以致整个资源库建设与应用推进模式、机制方面的鲜明特色。 

（三）典型案例 

在全国卫生教指委指导下成立了全国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联盟，制定了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联盟章程”，内科学课程作为子项目设立学科协作组，制定

了“内科学课程联考组织工作方案”，由课程负责人牵头，组织协作组成员线上

线下反复研讨，统一了联盟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科学课程标准、题库建设。

2021年 6 月 10日、24 日分两场举行了内科学课程首次全国大联考（2022 年受疫

情影响暂缓实施），共有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区的 24 个参建单位，11628 名考生

参加了本次联考。考试平台为资源库（智慧职教云课堂平台），采用手机或电脑

进行考试。牵头单位与资源库平台基于联考在平台上产生的大数据分析，完成联

考成绩分析报告，发放至每个参考院校，作为该课程教学诊改重要参考。“联盟

+联考”模式成为有效推进资源库课程建设与应用的利器，受到教育部相关专家

和社会的好评，在全国同类院校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这些院校进一步落实线上

线下混合式课堂教学，狠抓专业教学质量，取得明显成效，使联考成为了课程建

设与推广使用、专业建设、教学诊改的重要平台。牵头单位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

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连续 4 年以来均高于全国同类院校平均水平

15%~20%。课程负责人完成的教学成果--“东西对接、联盟联考”的临床医学专

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应用模式探索与实践，获广东省 2021年度教学成果二等奖。 

 



图 5  内科学联考各院校开场部分照片 

 

五、课程推广应用情况 

（一）课程应用情况：本课程以开展 SPOC 教学为主。截止 2022 年 7月，本

课程选课总人数为 61702 人，覆盖全国 68 所院校，在该标准化课程基础上开设

个性化课程（SPOC）107 个，共产生使用活动日志 9679769 次。课程应用在资源

库参与院校覆盖率达到 100%。 

   其中本校应用情况：内科学课程在本校应用共 4 个周期，选课总人数为 30225

人，产生应用日志共 3750578 次。覆盖本校临床医学专业所有班级，辐射至中医

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骨伤、针灸推拿等专业班级，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图 6  内科学 SPOC开课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表 1.  内科学课程高效使用情况一览表（2022 年 7月统计） 

高校

使用

情况 

使用课程学

校总数 
68 

使用课程学

校名称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 湘潭医卫职

业技术学院 ，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 

梧州职业学院 ，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 达州职业技术

学院 ，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 江西卫

生职业学院 ，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 南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 ， 广东汕头职业

技术学院 ，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设中医学校 ，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 长春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 ，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广东省连州卫生学校 ，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 湖南中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 ， 湖北公安职教中心 ，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 梅州市卫生职业技术学

校 ，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 ，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 邢台

市冀南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 扎兰屯职业学院 ， 江苏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 ，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 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 钦州市卫生学校 ，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遵义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 陕西能源职

业技术学院 ，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 ， 塔里木大学 ， 曲靖市宣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 四川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 北海市卫生学校 ，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选课总人数 61702 

 

（二）课程教学活动开展及课程情讨论去数据情况分析 

1.各院校主讲在本课程教学实施中积极开展课前、课中、课后的各种教学活

动，截止当前，共布置作业 2000 余次，习题数量达 60272 道，参与人数 35527

人；随堂检测 797 次，总题数 10641 题，由 6857 人参与；共完成在线考试 529

次，参与人数 32627 人。详见图 7。 

图 7   内科学教学活动开展情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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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设置的讨论区，参与讨论人数 12861 人，发帖人数 3143 人，师生共

发帖 582146次，回帖 275092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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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内科学课后讨论开展统计数据 

六、课程建设特色与创新 

1.机制创新：构建了“东西对接，联盟联考”资源坤课程建设与应用新机制。

以联盟为依托、协作组为基础，资源库为平台，标准化课程为优质资源载体，以

课程联考为抓手，基于联考产生的大数据分析，促进专业教学持续诊断与改进，

持续有效推动课程建设质量不断提升、推广应用不断深入、教学成效不断显现。

创新形成了以“教学联盟-资源库-协作组-课程联考-评价分析-教学诊改-教学质

量提升”为核心机制的资源库课程建设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2.实践创新：依托教学平台科学设计和实施课程评价体系。课程基于教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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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职业教育教学规律，适当增加形成性评价占比权重，引导学生关注课

前、课中、课后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果。 

七、问题与对策 

（一）存在问题 

1.课程应用数据欠均衡：个别参建院校应用班级偏少，可能与部分院校教师

教学理念更新、信息化教学技能普及程度有关； 

2.参加联考院校未能全覆盖联盟院校：可能与部分院校未能充分认识联考的

重大意义，教师对考试成绩可能不佳有所担忧有关。 

（二）改进对策 

1.待全国疫情防控形式好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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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联盟院校信息化教学技能大赛。

持续促进各个院校信息化教学均衡发展。 

2.继续推广“联盟+联考”的资源库课程建设与应用的成功经验，加强各院



校网络技术人员培训，与平台方密切协作，广泛宣传，以提升联盟院校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生参加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培养更多合格基层医疗人才为抓

手，不断促进联盟院校参加联考的积极性，最终覆盖全部联盟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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