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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儿科学》课程思政建设设计方案

序号 课程章节与名称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1 1 中医儿科学发展简史

结合孙思邈医德医风和认真专研撰写医学著作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真实事迹，培

养学生一心赴救，不慕名利，坚定理想信念，

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先的高尚医德。

2 3-2 儿科病理特点

根据小儿的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易于发病，病

后又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教育学生在诊疗过

程中严谨细致、至精至微，四诊合参，辨证论

治，司外揣内。

3 5-1 感冒

通过小儿感冒的辨证要点，使学生认识到作为

中医药卫生人才，认识事物要由表及里，去伪

存真，做到思想之“真”、言行之“真”、行

为之“真”。

4 7 心肝系病症

以心与肝两脏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为例，

培养学生诊疗疾病中应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辨

证论治，审证求因。

5 9-5 水痘
结合水痘的易感性，使学生认识到诊疗传染性

疾病时应以以预防为主，诊疗为辅。

6 10-2 夏季热

从小儿疾病夏季热的辨证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面对疾病做到四诊合

参，细心诊察，精准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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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大医精诚，坚定信念

导入：中医儿科学是中医学组成学科之一，在中医学

理论体系指导下研究小儿的生长发育、生理病理、预防保

健和疾病诊治的一门医学科学。中医儿科学经历了其荟萃

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验，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备

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是研究儿科学的重要历史文

献。

正文:孙思邈一生勤奋好学，知识广博，淡于名利，一

心致力于医学。他一方面下功夫钻研医学著作，一方面亲

自采集草药，研究药物学，认真研读《黄帝内经》、《伤

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书，同时广泛收集

民间流传的药方，热心为人治病，积累许多宝贵的临床经

验。他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新的医药学

研究成果，以毕生精力撰成了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和

《千金翼方》。可谓集唐代以前医药学之大成，被誉为我

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在《千金要方》序言中

的《大医习业》、《大医精诚》篇更是集之前的医德思想

的大成，孙思邈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

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

结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应该学习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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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钻研、身体力行的学习实践态度。作为一名医学生，

我们更应该学习孙思邈一心赴救，不慕名利，坚定理想信

念，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先的高尚医德，注重在临床实践中

继承发扬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从而促进中医而科学的进

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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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严谨细致，司外揣内

导入：“婴儿初诞，如蛰虫出户，草木萌芽”，小儿

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这一生理特点决定了小儿易于发病，

既病后又易于传变。所以作为中医儿科医师，我们除了克

己慎行，精勤不倦，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待小儿病证的演

变转化规律，更需要在诊疗过程中严谨细致、至精至微，

四诊合参，辨证论治，以提高诊断的正确率与治疗的有效

率。

正文：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

们体质嫩弱，御邪能力不强，不仅容易被外感、内伤诸种

病因伤害而致病，而且一旦发病之后，病情变化多而又迅

速。

小儿发病后传变迅速的病理特点，主要表现为寒热虚

实的迅速转化，即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如《素问·通评

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正气夺则虚”。小儿患病，

邪气易盛而呈实证，正气易伤而呈虚证，因正不敌邪或素

体正虚而易于由实转虚，因正盛邪却或复感外邪又易于由

虚转实，也常见虚实夹杂之证。小儿由于“稚阴未长”，

故易见呈阴伤阳亢，表现为热证；又由于“稚阳未充”，

故易见阳气虚衰，表现为寒证。正因小儿病证寒热和虚实

之间易于兼夹与转化，我们要学习用发展而非静止的观点

看待小儿病证的演变转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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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可从望面色、审苗窍，司

外揣内，来辨别内在脏腑寒热虚实的病理本质，这也更要

求我们在诊疗过程中严谨细致、至精至微，正如慕容慎行

同志行医 63 载，克己慎行，精勤不倦，细致严谨对待每一

位病人，绝不敷衍或潦草从事。

结语：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们应自觉践行、弘扬

“克己慎行、精勤不倦、至精至微”中医药传统文化价值

取向，不辞艰辛，严谨细致，透过现象看本质，用辩证发

展的观点看待小儿病证的演变转化规律，不断提高中医儿

科诊断的正确率与治疗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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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由表及里，去伪存真

导入：小儿脏腑娇嫩，肺常不足，极易感外邪而引发

肺系疾病。对呼吸不利、咳嗽、气喘、鼻塞等病证，皆可

从肺考虑。小儿肺系病证以感冒、咳嗽等为临床常见。在

临床诊疗过程中，辨证论治尤为重要。辨证论治是中医认

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

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小儿疾病的辩证尤为重要，在临床

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发掘事物的本质，要有一个由表及

里、去伪存真的思维过程，对患儿的病症仔细分析，防止

不求深入理解、浅尝辄止的现象发生。

正文：接下来，我们重点阐述一下感冒的辨证要点，

一是辨寒热，根据发热、恶寒的轻重，鼻涕的稀稠，唇舌

咽喉红赤的程度来辨别。二是辨兼证，兼见咳嗽重，咳痰

量多，或喉中痰鸣音者为夹痰；兼有脘腹胀满，不思饮食，

呕吐吞酸等，为夹食；兼见惊惕啼叫，夜间齿，甚至发生

惊厥，为夹痰。三是辨普通感冒、时行感冒，根据发热恶

寒和全身症状的轻重，是否呈流行性辨别。感冒的辨证重

点在于辨寒热，辨兼证、辨普通感冒和时行感冒等，如何

做到精准的诊断，辨证论治尤为重要。毛主席在《实践论》

中有这样的论述：“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

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

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http://www.39yst.com/flist/9533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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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及里”。因此，我们必须利用中医临床思维对患儿的

症状进行仔细分析，去伪存真，抓住疾病的本质，对患儿

的感冒进行正确的辨证分型。作为一名中医学子，更应该

科学的将中医的辨证思维方法继承好、传承好、发展好，

防止不求深入理解、浅藏辄止的现象发生！

结语：由表及里，去伪存真。作为中医药卫生人才，

我们必须要将中医药的精髓发扬光大，对感性的材料精心

加工制作，做到思想之“真”、言行之“真”、行为之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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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整体之中，可见心肝

导入：中医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悠久，中医儿科

学荟萃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

验，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体

系，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中存在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正文：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首创五脏辩证体系，

提出：“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搐，虚则卧而悸

动不安；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

虚则咬牙，多欠气。”并归纳了小儿五脏功能生理特点，

其中“心常有余，肝常有余”。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

心神怯弱，同时心常有余，心受邪则心火亢盛。肝主平定

极端，平定诸乱，若诸乱风声起，易引动肝风。并提出了

治肝，泻青丸；治心，导赤散主之。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

碍与多发性抽搐症为例，其病位主要在肝，与心、脾、肺、

肾均有关。发病早期以标实为主，应急则治其标，治疗上

以平肝为主；病情得到控制后，缓则治其本，以补肾为主。

由此可见，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中医学强调整体观

念，心肝之病，应从整体出发，治疗上综合考虑，不可局

限于一处。另外治病应考虑标本缓急，急则治标，缓则治

本，细细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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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医学生身为未来临床的主力军，应以整体观念

为指导，辨证论治，审证求因，对待小儿更要耐心细致，

不断提升自我，为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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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未病先防，预防时疫

导入：从古至今，均谈“瘟”色变，“瘟”乃时行疫

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流行性、季节性和地域性、并且

与年龄有明显关系的一类疾病，且治疗难度大。所以对时

行疫病的预防更重于治疗。

正文：时行疾病属于中医学的温病学范畴，好发于儿

童。小儿由于稚阴稚阳，卫外不固，易感触时邪而发生时

行疾病，而且具有起病急、变化快、病情重等特点，易伤

津耗气，神昏动风，甚则内闭外脱，危及生命。

针对传染性疾病，更要注重预防。我国中央政治局在

2016 年 8 月 12 日审议通过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中就已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推

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

疾病发生。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

疗、早康复，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

以水痘为例，水痘属于时行疾病中常见的一种疾病，

传染性极强，可通过接触或飞沫传染，易在儿童聚集的场

所流行。人群普遍易感，6 岁以下小儿最多见，亦可危及生

命。应当在未发病时,积极采取预防接种、增强体质、健康

教育等措施;一旦发病应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报告，

管理好传染源，加强隔离，防止传播。



11

结语：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少年强

则中国强。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注重青少年健康问题，以

预防为主，诊疗为辅。为更好呵护我国青少年一代的茁壮

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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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细心诊察，辨证施治

导入：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正如《灵枢•逆顺肥

瘦篇》“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故其容易发病，

又因婴儿年龄小，言语不明，不能正确描述症状，故在诊

疗小儿疾病时需要我们细心诊察，辨证施治。

正文：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需要对疾病进行辨

证论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有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所

谓“观其脉症，知患何逆，随症治之”，这就是辨证论治

的基本思路。小儿杂病中，夏季热是婴幼儿特有的一种疾

病，是暑热天气发生在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小儿季节性常

见病，多发于 6、7、8 三月，多见于 6 月至 3 岁小儿，临

床以长期发热、口渴、多饮、多尿、少汗或汗闭为主要临

床特征，得了夏季热，发热持续不退，天气愈热，体温愈

高，一般发热长至 2 个月，影响小儿生长发育。夏季热的

主要病因病机为：暑伤肺胃、上盛下虚，这就要求我们在

学习治病过程中要从辨病、人、症、证、机全方面进行辨

证，分清疾病的虚实，根据辨证的结果处方施治。

辨证论治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是中医认识

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

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

方面，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

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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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作为卫生职业院校的学生，也是未来中医医生，

为病患解决病痛是我们最基本的职责，而治疗疾病离不开

辨证论治，故我们面对疾病要四诊合参，细心诊察，以辨

证论治为基本原则，做到精准施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