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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贯彻教育部〔2006〕16号文件精神，适应新形势下全国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需要，坚持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学生为主体的
指导思想和原则，按照药物制剂技术、生物制药技术、化学制药技术、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
，在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的组织规划下，确立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编写教学大纲和本教材。
　　医学基础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含人体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临床医学等学科相关内容。
按照现行的职业教育理念，我们通过对各课程的优化整合，注重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以及药学相关知
识的相互衔接，加强学科间在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和融合，按照“必需、够用”的原则安排教学内容
，既减少课程之间不必要的重复，又避免必需知识的遗漏，以期建立既有利于学生掌握医学相关基本
常识，又方便学生学、教师教的结构合理、内容互补的教材体系。
同时我们还结合药学类专业的特点，首次将药源性疾病相关理论、相关知识编入教材中，以培养学生
安全用药的意识。
　　在教材编写体例上，我们借鉴了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B.S.布卢姆等人的“教育目标
分类学”、“掌握学习策略”、“形成性评价”，以及医学教育领域正在广泛开展的以问题为中心的
教学方法等理论成果，突出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理念。
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等，遵循由浅人深、由疏到密的教学原则安排教学内容，设计
了学习目标、问题导人、知识链接、知识拓展、病案讨论（案例解析）、课堂互动、学习小结、目标
检测等栏目，以增加教材对教学活动的引导。
在内容安排上除了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内容外，我们还从人文的、历史的、时代的多角
度选择相关知识，通过问题导人、知识链接、知识拓展等形式引入教材，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为了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联系，在相关内容的章末安排了实践教学的内容，供各校在教
学中选用。
书末附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审定的教学大纲，可供各校教学参考。
各专业可以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专业学习的需要选取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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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概述医学基础是研究正常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疾病的基本病理变
化以及常见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原则的科学。
它包含人体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和内科学、外科学、传染病学等临床医学。
一、基础医学基础医学是医学的基础部分，它研究的是生命和疾病的本质及其规律。
正常的人体、疾病中的人体、作用于人体的生物和药物都是基础医学研究的对象。
（一）人体解剖学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古老的医学学科，是通过用刀切割和肉眼观察的方法来研究正常
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
史前时期，经过长期的实践，如狩猎、屠宰畜类和战争负伤等，人类对动物和人体的外形与内部构造
有了初步的认识。
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洞穴的石壁上留有很多粗浅的解剖图画。
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0年），我国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内经》中就已有关于人体解剖学知识的记
载。
《内经》中提到“若夫八尺之上，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尸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
，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皆有大数”。
在此已明确提出“解剖”及研究方法“度量循切”，书中已有了胃、心、肺、脾等内脏名称、大小和
位置的记载，很多名称仍为现代解剖学所沿用，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有过解剖学的研究，这可能是世
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人，他冒着受宗教迫害的危险，亲自从
事人体解剖，编写了《人体构造》这一解剖学巨著。
《人体构造》一书共七册，系统完善地记述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构造，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直到现在，这种持刀解剖的方法仍是研究人体形态结构的基本方法之一。
所以，解剖学是医学的重要基础学科，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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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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