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学基础》 课程

教 案

授课题目 第一章阴阳学说 授课时间长度 45分钟

授课类型 新授课 授课对象 20级医学技术专升本班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阴阳的概念、特性，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划分方法，以及阴阳之

间的相互关系。

能力目标
熟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说明病理，指导疾病诊治方

面的应用。

情感目标 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初步诊断的意识。

教学重点 阴阳的特性，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划分方法，以及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难点 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划分方法。

教学

方法

分析

本节课程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提问法、互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联合使

用。以情景导入新课，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授课的过程中，多联系实际学生自身，

多列举临床常见疾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与思考。

教学方式：讲授□√ 探究□√ 问答□√ 实验□ 演示□ 练习□ 其他□

教学

手段

分析

板书与教学课件相结合，课件中适当添加图片、动图、小视频等，理论讲述与试

验相结合

教学手段：板书□ 多媒体□√ 模型□ 实物□ 标本□ 挂图 R 音像□ 其他□

教 学 步 骤 设 计

步骤时间 主要任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目的意图

第一步

（2分钟）
新课导入

创设学习情景，播放一

些的图片。

学生观看图片和

视频，产生共鸣。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

第二步

（1分钟）

能力目标

重点介绍

教师给出一个案例，结

合案例，请同学们想一

想如何你是，应该如何

操作？

学生了解学习任

务及目标

让学生知道学习本

节课的重点和所需

掌握的能力。

第三步

（35分钟）
新课讲解

教师将本次授课内容分

为几个部分，分别进行

知识点的讲解和穿线。

认真聆听老师讲

授内容，整理重

点。

教师引导，学生分

析，体现学生的自

主性。并培养学生

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四步

（5分钟）
职业规划与思政

利用缓解学习氛围的时

间探讨思政，为学生指

导就业规划。

学生与老师共同

探讨思政，学生认

真听职业指导。

让学生充分了解学

习思政并对职业初

步了解与规划。

第五步

（2分钟）

课堂总结 教师将本节课的重点内

容归纳总结。

随老师总结快速

记忆和复习。

全面总结复习，为

下次课准备。

内容讲解

第一步（2分钟）新课导入

第二步（1分钟）能力目标，重点介绍

第三步（35分钟）授课：

第一章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一、阴阳的概念

阴阳学说 是研究阴阳内涵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间事物发生、发展、变化

的古代哲学理论，是古人探求宇宙本原和解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阴阳学

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宇宙万物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发展和变化。

二、阴阳的特性

1.相关性—— 是指用阴阳所分析的事物或现象必须是同一范畴、同一层次的。

如上与下、天与地、冷与热等，而上与冷、天与女即无法用阴阳划分。

2.普遍性——是指阴阳可广泛用于阐释宇宙间各种事物或现象的形成、发展和相互关系。

大到天和地，小到人体的气与血；从抽象的方位之上下、左右、内外，到具体事物的

水火、温度、亮度、性状、药物的四性五味等。

3.相对性——是指各种事物或现象以及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 阴阳属性不是绝对的、一

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以变化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可分性：指属阴或属阳的事物或现象中，还可再分阴阳。

如昼夜分阴阳，白昼的上午和下午、夜间的前半夜和后半夜又可继续划分阴阳。

（2）前提性：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随着划分前提的改变，其阴阳属性也随之变化。

如五脏阴阳属性的划分。

（3）转化性：指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化。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 ；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

4.规定性——指在比较的层次、对象、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已确定的事物或现象的阴阳

属性的不可反称性。

三、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阴阳的对立制约

1.含义——是指相互关联的阴阳双方属性相反，彼此间存在着相互斗争、相互制约



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可分为两个层次：

（1）阴阳对立：阴阳之间属性相对、相反。如上与下、天与地、左与右等。阴阳之间

的对立是绝对的。

（2）阴阳制约：对立着的阴阳双方，彼此斗争，相互制约和排斥，往往呈现出你强我

弱的态势。如寒与热、动与静等。阴阳之间的制约是相对的 。

（二）阴阳的互根互用

1.含义——是指相互对立的阴阳双方，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资生、相互为用的关系。

（1）阴阳互根：阴阳以对立面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如明与暗、上与下、

寒与热等。阴阳之间的互根是绝对的。

（2）阴阳互用--是指阴阳双方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还具有相互资生、相互促进

和助长的关系。

如精与气、兴奋与抑制等。

（三）阴阳的消长平衡

1.含义——是指对立互根的阴阳双方，处于不断增长和消减的运动变化之中，并在彼

此消长的运动过程中保持着动态平衡。

这一过程包括了阴阳的相互消长和阴阳的协调平衡两个方面。

2.内容

（1）阴阳相互消长 ——是指阴阳双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时间、一定范

围、一定限度内处于不断的增减、盛衰的变化之中。

阴阳的消长是阴阳运动变化的一种基本形式。

阴阳消长变化的根本原因：阴阳的对立制约和互根互用。

（2）阴阳的协调平衡——是指阴阳双方的消长稳定在一定限度内的相对匀平状态。

这是万事万物自身运动所形成的最佳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将其概括为“阴平阳

秘”。

阴阳之间的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常阈平衡。

在自然界标志着气候的正常变化，四时寒暑的正常更替；

在人体标志着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协调。

（四）阴阳的相互转化

1.含义——是指对立互根的阴阳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即

阳可以转化为阴，阴可以转化为阳。

2.形式——渐变和突变

（1）渐变——是指阴阳双方，伴随彼此消长过程，缓慢地发生着阳转化为阴，或阴

转化为阳的过程。

如四季寒暑交替，昼夜转化等。

（2）突变——是指阴阳在其消长过程中发展到一定限度，或受某种条件的诱导，使

阴阳双方迅速地向其相反方面发生质的改变。

四、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一）说明人体组织结构



（二）解释人体生理功能

（三）阐释人体病理变化

（四）指导疾病诊断

（五）指导疾病防治

第四步（5分钟）：职业规划与思政。

第五步（2分钟）：小结及布置作业：熟记阴阳基础内容。

板书设计

一、课程内容

（一）阴阳学说

1、阴阳的概念

概念的起源 ——对太阳的观察。

阴阳阴阳的哲学内涵

2、阴阳的特性

(1)相关性

(2)普遍性

(3)相对性

(4)规定性

3、 阴阳属性的划分

水——寒凉、幽暗而趋下，“背日”特征的阴；

火——炎热、明亮而向上，“向日”特征的阳。

4、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立制约

互根互用

消长平衡

相互转化

5、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一）说明人体组织结构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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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二）解释人体生理功能

1.人体物质与功能的关系

2.人体物质之间的关系

（三）阐释人体病理变化

1.分析病因的阴阳属性

2.分析病理变化的基本规律

（四）指导疾病诊断

1.分析四诊资料

2.概括疾病证候

（五）指导疾病防治

1.指导养生

2.确定治则治法

二、小结

重点:

一、阴阳的概念

二、阴阳属性的划分

三、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

难点：

一、阴阳的特性

了解：

一、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教学反思

1、多让学生参与其中，思考、讨论、操作，能够让同学学习更有积极性，也会留下

一些比较深刻的记忆点，之后更容易让学生回忆起学习的内容。

2、重点要进行梳理以及简化，以保证在学习后真的能有知识学的进去，而不是填鸭

式教学。

3、个别同学还是会出现混淆或者不明确的问题，可以通过下节课复习提问由他来主导

的方式来增加学习的动力。

授课内容 为什么学 职业生涯规划 成为什么样的人

校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