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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诊断学是运用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门学科，是基础医学向临床医
学过渡的桥梁，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
随着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实施，在衡量医学教育质量是否符合社会要求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
砝码，为培养具有临床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能力，能在各级医疗机构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的医学高级专门人才，要求诊断学实验教学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手段等方
面必须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和临床需要。
    诊断学实验教学的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的“三基”为基本指导思想，加强临床基本技能的训练，加
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临床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加强临床诊断思维方法和诊断分析能力的训练。
重点在于系统地训练学生，使其掌握问诊的内容与技巧、系统全面的体格检查、临床诊断思维方式的
综合培养等。
    为适应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对诊断学实验教学的要求，应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诊断学实验教学常用手
段，加强实验室硬件建设以达到模拟病房化，发挥多媒体形象化教学优势，通过采用电子标准化病人
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在心脏杂音听诊、腹部触诊、心电图分析及骨髓细胞分析等方面更具形象化，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尽最大可能提高诊断学教学质量。
    诊断学实践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病人，医学生真正首次与病人接触是在诊断学学习阶段，虽然现代化
教学手段已部分替代了与病人接触，但尚不能完全替代与病人的直接接触，我们仍然安排一定课时的
医院见习，增加学生与病人的直接交流与沟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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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体格检查实验一　病史采集（问诊）【目的要求】1.充分认识问诊的重要性，并掌握问诊
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2.通过对病人的问诊，使学生熟悉问诊的基本技巧。
3.了解诊断步骤，逐步掌握诊断过程的思维方法。
【设备仪器与用品】学生自带隔离衣、隔离帽、听诊器、自备笔与纸张，问诊录像。
【实验方法】1.教师课前联系见习医院，与相应科室进行沟通，以取得相应科室主任、医生、护士及
病人和其家属的配合。
2.教师课前准备典型病例，原则为病情较单纯、能与学生较好配合的病人。
课前熟悉病人，事前了解病人的主要病史和现有的阳性体征。
3.教师强调临床见习中应注意的有关问题，重点要求掌握问诊的内容，学习体会问诊的方法和技巧。
4.学生4－5人为一组，以一人为主询问病史，其他学生做补充或做问诊记录。
5.根据问诊内容，将问诊资料按要求系统整理，书写出一份病历，主要包括一般项目、主诉、现病史
、既往史、个人史、婚姻史、月经生育史和家族史。
【实验时间】2个学时。
【实验内容】1.观看问诊录像。
2.教师讲解问诊要点、示教问诊。
3.教师选定问诊题目，学生分组进行问诊训练。
4.教师巡回指导。
（一）病史采集前的准备1.步入病房，站立病人右侧，向病人问候，并作自我介绍，如“我是x医生，
在您住院期间对您的诊治具体负责，有什么要求、想法可以向我说明⋯⋯”等等。
2.说明病史询问的意义和目的，取得病人的合作与配合。
3.消除病人的紧张、拘束心理，态度要和蔼、诚恳，耐心，病人陈述时要专心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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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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