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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课 您得的应该不是肿瘤（医学知识：腹股沟疝 普外科）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患问诊环节：学⽣能描述腹股沟疝的特点。 1）词汇知识： 

A.区别“肿块”和“肿瘤” 

B.肿块的形状“蒂柄状”和性质

“柔软、光滑” 

2）常用表达： 

2 

医医讨论环节： 

1）学⽣能够用医学术语总结腹股沟疝的症状、

形态、原因； 

2）学⽣能够列举腹股沟疝病例的相关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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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能够准确形容出肿块的性质。 A.（陈述病因）跟…… 有关 

B.（紧急情况处理）万⼀ 

2 

成段表达环节（告诉病⼈诊断结果）： 

1）学⽣能陈述病情； 

2）学⽣能说明病情的成因和治疗⽅式； 

3）学⽣能说明做疝修补⼿术的注意事项。 

第⼆课 刚从急诊室转来⼀位病⼈（医学知识：脾破裂  肝胆外科）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患问诊环节： 

学⽣能够通过和病⼈简单沟通确定伤情。 
1）词汇知识： 

A.疼痛描述：间歇性疼痛、持续性

疼痛； 

B.检查名称：胸透 

2）常用表达： 

A. 根 据 … … ， 我 的 初 步 诊 断

是……。 

B.我的诊断依据是：第⼀，……；

第⼆，……，第三，……。 

2 

医患问诊环节（第⼆部分）： 

学⽣能够在问诊中显示出⼈⽂关怀（安慰病⼈

及家属）。 

2 

成段表达（实习⽣向带教老师汇报病⼈情况）： 

1）学⽣能够陈述脾破裂病情（使用医学术

语）； 

2）学⽣能够陈述诊断依据（有条理且使用医

学术语）； 

3）学⽣能够用适当的⽅式询问带教医⽣治疗

⽅案的可⾏性。 

第三课 太早做⼿术并不好（医学知识：出⾎坏死性胰腺炎  肝胆外科）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医讨论环节： 

1）学⽣能够清楚地陈述出⾎坏死性胰腺炎病

⼈病情； 

2）学⽣能够清晰地说明检查结果。 

1）词汇知识 

A.检查结果数据描述：偏⾼值、正

常值、偏低值 

B.腹膜刺激征、质、浸润、急腹症 

2）常用表达： 

A.……（检查结果数值）有没有升

⾼/降低？ 

B.这种病最佳的治疗时机是…… 

2 

医患沟通环节（医⽣与病⼈家属）： 

1）学⽣能够适当地追踪病程； 

2）学⽣能够清楚地解释坏死性胰腺炎做⼿术

的最佳时机，带有⼈⽂关怀，解除病⼈及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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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惑，抚慰病⼈情绪； 

3）学⽣能够请病⼈签署医疗⽂件。 

C.……检查显示…… 

D.(分析治 疗 ⽅ 案 的 原 因 ) 如

果……；如果…… 

2 

成段表达（实习⽣之间讨论） 

1）学⽣能够陈述坏死性胰腺炎病例的治疗⽅

案和原因； 

2）学⽣能够简单总结与家属的交流情况。 

第四课 （病⼈已经有继发感染   医学知识：巨⼤肝囊肿 肝胆外科 ）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医讨论环节： 

1）学⽣能够清楚地陈述巨⼤肝囊肿病⼈的检

查结果和相关诊断； 

2）学⽣能够有条理地说出病⼈的病历记录； 

3）学⽣能够说清楚常规治疗⽅案以及根据病

⼈情况调整后的治疗⽅案。 
1）词汇知识： 

A.区别囊肿和肿瘤 

B.囊壁、囊腔，囊液，囊肿、浅表

部、麻药 

2）常用表达： 

（描述⼿术过程） 

先……，然后……，再……。 

 

2 

医患沟通环节（医⽣与⼿术前的病⼈）： 

1）学⽣能够回答 5 个常见的⼿术前和病⼈交

流时遇到的问题（少用医学术语，尽量⼝语

化）； 

2）学⽣能够在交流中关⼼病⼈，显示出⼈⽂

关怀、建立医患信任。 

2 

成段表达（实习⽣之间讨论） 

1l学⽣能够清楚的说明巨⼤肝囊肿病例的检

查结果和相关诊断； 

2）学⽣能够陈述清楚带教老师的治疗⽅案，

⼿术过程等。 

第五课 他怎么会突然复发（医学知识：癫痫 神经外科）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医讨论环节： 

1）学⽣能够陈述癫痫病病例的相关病史； 

1）词汇知识： 

A.过度放电、癫痫、医痫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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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能够分析病因。 B.忧郁症、精神分裂症 

C.磁共振、病灶 

2）常用表达： 

A.病⼈因……引起……，被诊断

为……。 

B.病⼈在……发作之前有什么症

状吗？ 

C. 我们准备为他做 … … ，找

出……。 

2 

医患沟通环节（病⼈经过抢救后，医⽣与病⼈

家属的交流） 

1）学⽣能用告知病⼈家属抢救结果； 

2）学⽣能用追踪病⼈抢救前的症状； 

3）学⽣能陈述下⼀步的治疗⽅案； 

4）学⽣能在交流中显示⼈⽂关怀，抚慰病⼈

家属情绪。 

2 

成段表达（实习⽣之间讨论） 

1）学⽣能够流利地陈述急救时病⼈的情况，

医⽣的治疗⽅式以及成因； 

2）学⽣能够恰当分析病因并给出护理建议。 

第六课 看来病⼈⼀直没去正规医院治疗（医学知识：脑脓肿  神经外科）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医讨论环节： 

学⽣能够总结脑脓肿病⼈的病历记录。 
1）词汇知识： 

A.诊断结果、确诊 

B.流脓、化脓、脑脓肿 

C.低密度、⾼密度 

D.青霉素、甲硝唑、头孢菌素联合

疗法 

2）常用表达： 

A.（描述症状）……、……，还伴

有…… 

B.只能先用……治疗了 

2 

医患沟通环节（医⽣与病⼈）： 

1）学⽣能够适当的追踪病程； 

2）学⽣能够清楚地解释医学知识，带有⼈⽂

关怀，解除病⼈及家属的疑惑，抚慰病⼈情绪。 

2 

成段表达（实习⽣向带教老师汇报病⼈情况）： 

1）学⽣能够陈述自⼰的诊断； 

2）学⽣能够分析脑脓肿病因、说明病程发展

情况和治疗效果； 

3）学⽣能够提出治疗建议。 

第七课 怎么会骨折呢（医学知识：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  骨科）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医讨论环节： 

1）学⽣能够陈述骨折病例的病历记录； 

1）词汇知识： 

A.骨：桡骨、尺骨、桡骨茎突、尺



 8 

2）学⽣能够说明 X光检查结果。 骨茎突 

B.远端、近端 

C.骨折、伸直性骨折 

D.量尺实验 

2）常用表达： 

A.……（检查）呈……（性质） 

B.（护理建议）……可以帮助…… 

C.（紧急情况）如果……就……  

（与”万⼀“类似） 

2 

医患沟通环节（医⽣与病⼈）： 

1）学⽣能够解释受伤原因和护理注意事项； 

2）学⽣能带着⼈⽂关怀解答病⼈问题，抚慰

病⼈情绪。 

2 

成段表达（实习⽣向病⼈家属说明护理建议） 

1）学⽣能清楚地表达骨折病例的恢复周期； 

2）学⽣能说明恢复期的营养要求和康复训练

要求。 

第⼋课 今天您觉得膝盖还疼吗？（医学知识：骨关节炎  骨科 ）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患沟通环节（医⽣与病⼈）： 

1）学⽣能够适当的追踪病程； 

2）学⽣能够解释骨关节炎的成因，带有⼈⽂

关怀解除病⼈及家属的疑惑，抚慰病⼈情绪。 

1）词汇知识 

A. 软骨、关节、关节腔、积液、

僵硬、晨僵、变形、磨损 

B. 骨质增⽣、骨关节炎、结缔组

织老化 

C. 透明酸质 

2）句型 

A（分析病因）可能是……的原因

吧 

B 这是……的症状 

C.（治疗作用说明）……可以起

到……的作用 

2 
医医讨论环节： 

学⽣能陈述病⼈当前的病程状态和原因。 

2 

成段表达（实习⽣之间讨论） 

1）学⽣能够清楚地陈述骨关节炎病⼈的情况，

医⽣的治疗⽅式和病因； 

2）学⽣能够清楚地提出护理建议。 

第九课 还是做输尿管切开取⽯术比较好（医学知识：输尿管结⽯ 泌尿外科） 

课时 总体目标 语⾔目标 

2 

医患沟通环节（医⽣与病⼈）： 

1）学⽣能够适当追踪输尿管结⽯病⼈病程； 

2）学⽣能带着⼈⽂关怀解答病⼈和家属的问

题，抚慰病⼈和家属的情绪。 

1）词汇知识 

A.中性粒细胞、泌尿道平片、阿司

匹林、抑酸药、草酸 

B.体外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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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医讨论环节： 

1）学⽣能够陈述输尿管结⽯病⼈的检查结果

和相关诊断； 

2）学⽣能够与指导医⽣讨论病情、制定治疗

⽅案。 

2）常用表达 

A.病⼈的……（症状），可能是……

（某种疾病） 

B.（检查）……见……，还有……

（结果） 

C.（提出治疗建议）为了防⽌……，

你⼀定要…… 
2 

成段表达（实习⽣向病⼈家属说明护理建议） 

1）学⽣能说明输尿管结⽯病⼈的情况； 

2）学⽣能说清楚恢复期的注意事项（营养要

求和服药要求）。 

!!  以上 54 课时为教学课时，剩余 10 课时计划：单元测试 3 课时，期中测试 2

课时，学⽣视频作业展示 4 课时，答疑 1 课时。总计 64 课时。!

23àâäãå'

本学期教学思路：第⼀，确定医学汉语系列课程的教学目标，参照总体目标

制定每个教学单元的教学目标。第⼆，确定能⼒目标下学⽣的测评任务，测评任

务包括描述症状、说明诊断思路、表达诊断依据、讨论治疗⽅案和处理原则、解

释病情与病因、各类疾病的健康宣教等，在任务中测评学⽣常用表达的掌握情况，

词汇的使用情况；第三，每课的具体教学计划，包括⽣词、常用表达、会话和成

段表达的学习和操练、评测任务的开展。 

设计理念：设计采用逆向性设计理念，依托《医学汉语⽔平考试（MCT)⼤纲》

确定教学总体目标与各单元目标，针对目标设定具体的评测任务。以评测任务为

导向，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法。通过逆向性设计，使教学紧紧依靠标准，

围绕主要目标展开。 

f2nÄ&Z1&çéèÅ6êëVÉÖVíì}îïäñó'
课内活动：⽣词认读、讲解、练习、扩展；语⾔点解析和运用；课⽂的阅读、

讲解、练习；病历汇报、病例交流（复述）；评测任务（类似交流场景在不同病

例中的使用）的开展。 

课外活动：学⽣自⾏查阅，用汉语表达每课相关疾病的医学知识；制作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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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宣传在医学课上学习到的常见疾病成因、治疗⼿段、护理建议。 

f3nÄ&Z1&QÅòô}ö[\1&õúÖùû1&ü†'
本学期的教学过程为线下课，医学汉语课程为适应 MBBS 学⽣见习、实习期

的语⾔需求，以听说教学为主，读写为辅。线下教学可以充分利用面授的优点，

进⾏充分的语⾔操练。师⽣面对面授课有利于师⽣情感交流，能够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 

4.&Z1&°¢'
医学汉语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满⾜MBBS 学⽣在中国实习、见习的使用需

求。首先根据《医学汉语⽔平考试（MCT)⼤纲》，确定清晰的总体教学目标与单

元教学目标。再根据教学目标，设定相应的评测任务。任务以表现型任务为主，

传统测试任务为辅，注意对学⽣实习、见习中的语⾔实际运用能⼒进⾏测评。 

5.1&£§•¶ß®'

教学资源： 

标准： 

《医学汉语⽔平考试(MCT)⼤纲》⾼等教育出版社，教育部中外语⾔交流合

作中⼼汉考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020年 11月第 1版 

《来华留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试⾏）》，

2020年版 

教材： 

《医学汉语实习篇Ⅰ》，北京⼤学出版社，邓淑兰、 莫秀英主编，2020 年

10月第 1版； 

《医学汉语实习篇Ⅱ》北京⼤学出版社，莫秀英主编，2009年 1月第 1版 

《医学汉语实习篇Ⅲ》北京⼤学出版社，莫秀英主编，2012年 4月第 1版； 

《实用医学汉语临床篇》外研社，王星月、易江、张哲主编，2009年 8月第

1版 

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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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医学教育（MBBS）项目检查自评报告》西安交通⼤学，2013

年 8月； 

《外科实习医师⼿册》张必翔主编，⼈民卫⽣出版社，2019年 5月第 1版   

使用⽅案：         

本学期的汉语教学教材使用《医学汉语实习篇Ⅱ》(北京⼤学出版社，2020年

11月)，课程内容借鉴了《实用医学汉语临床篇》（外研社，2010年 8月）中的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和骨科的部分教学内容，主要作为场景迁移的补充和扩展。 

医学汉语课的总体目标以及本学期的课程目标设置参照了《医学汉语⽔平考

试(MCT)⼤纲》中的等级标准、话题⼤纲、任务⼤纲以及词汇⼤纲；还参照了《来

华留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试⾏）》以及我校

《来华留学⽣医学教育（MBBS）项目检查自评报告》。本学期目标第⼆条中“能

够与病⼈交流时表现出⼈⽂关怀，关⼼病⼈，建立医患信任”参照《外科实习医⽣

⼿册》中外科实习医师须知的目的要求设置。 

在每个单元的教学活动开始前，鼓励学⽣查阅医学资料简单了解相关疾病并

尝试用汉语做介绍，操练理解、翻译及表达能⼒。 

在每单元的教学活动结束后，安排专门的课时分享、展示和点评学⽣的视频

作业，注重互相学习的提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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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1234'

1.1&)*'
语⾔能⼒目标：(1)学⽣能够描述巨⼤肝囊肿病⼈的病情；(2)学⽣能够描述⼿

术中疼痛的处理⽅案；(3)学⽣能够解释⼿术危险性；(4)学⽣能够介绍医⽣的⼿术

⽔平；(5)学⽣能够说明⼿术对病⼈身体的影响。 

语⾔情感目标：关⼼病⼈，体现⼈⽂关怀。 

该目标与学期教学目标的关系： 

样课目标 

 

 

 

学期目标 

说明巨

⼤肝囊

肿病⼈

的病情 

描述术

中疼痛

处理⽅

案 

解释⼿

术危险

性 

介绍医

⽣的⼿

术⽔平 

能够说

明⼿术

对病⼈

身体的

影响 

关⼼病

⼈，提

现⼈⽂

关怀 

学⽣能够听懂并理解症状描

述、诊断依据、治疗⽅案 
 ✔     

学⽣能够在医院日常交流的场

景中说明诊断思路、处理原则,

解释病情与病因，能够与病

⼈交流时表现出⼈⽂关怀，关

⼼病⼈，建立医患信任； 

✔ ✔ ✔ ✔ ✔ ✔ 

学⽣能够⼤体读懂病历、医嘱、

化验检查记录 
    ✔  

学⽣能够较为具体的记录病

历、书写医嘱和病程记录 
      

学⽣初步了解普外科、肝胆外

科、神经外科、骨科、泌尿外

科的沟通环境；本学期能够掌

握 180个医学词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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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QÅ'

>1?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

第⼀，设定教学目标。参照医学汉语本学期教学目标第 2条：“学⽣能够在医

院日常交流的场景中说明诊断思路、处理原则、解释病情与病因”，本单元教学目

标可设置为：学⽣能够描述巨⼤肝囊肿病⼈的病情；学⽣能够描述⼿术中疼痛的

处理⽅式；学⽣能够解释⼿术危险性；学⽣能够介绍医⽣的⼿术⽔平；学⽣能够

说明⼿术对病⼈身体的影响。 

第⼆，确立测评任务。测评任务主要包括说明病情、治疗⽅案、疼痛处理、

⼿术危险性、医⽣⼿术⽔平以及⼿术对病⼈身体的影响等，测评学⽣的词汇和常

用表达法的使用情况、回答问题的有效性、如何体现⼈⽂关怀。 

评测形式：学⽣对之前学过的两个病例（急性阑尾炎和胆⽯症病例）的术前

交流设置问答对话并进⾏角⾊扮演。教师依据评分标准进⾏评分。 

第三，撰写具体教学计划。本课的教学内容包括会话学习和操练、术前交流

重点内容的提取和梳理、测评任务的介绍和实施、测评任务的点评、课堂内容总

结。 

本课时的设计思路整体采用逆向性设计模式，用本单元肝胆外科的巨型肝囊

肿病例，讲授医患术前沟通⽅式。根据测评任务，选取相应的教学内容，制定教

学计划，学习课⽂内容，梳理交流重点；再对本课的 5 个学习目标做到迁移性扩展，

完成相应的评测任务，最后总结课程内容。 

（2）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 

1) 展示总体目标：学⽣能够回答⼿术前关于病⼈的五个问题： 

① 能够描述巨⼤肝囊肿病⼈的病情； 

② 能够描述⼿术中疼痛的处理⽅案； 

③ 能够解释⼿术的危险性； 

④ 能够介绍医⽣的⼿术⽔平； 

⑤ 能够说明⼿术对病⼈身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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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情感目标：关⼼病⼈，体现⼈⽂关怀。（本课时学习目标与学期

目标的关系已在第12页表中展示） 

展示评测任务：学⽣能够与胆⽯症和急性阑尾炎病⼈进⾏⼿术前交流，

要求使用学到的常用表达，能回答病⼈ 5 个左右的问题。 

2）学习新课： 

① 学习课⽂ 

A. 看问题 

病⼈的⼼情怎么样？ 

她问了哪些问题？ 

B. 看课⽂动画 

C. 分三部分讲解课⽂，操练课⽂内容，并进⾏问答。 

D. 请同学们总结课⽂中病⼈提出的 5 个问题并提取问题要点： 

 

E. 用思维导图总结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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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复述 5 个主要问题和交流要点。 

     教师讲解怎样在交流中体现对病⼈的关⼼：从态度、语⽓、语调、动作

以及语⾔这些⽅面去引导学⽣。 

3）课堂评测活动 

教师发放之前学过的两个病例（胆⽯症病例和急性阑尾炎病例），两个

病⼈都需要做⼿术治疗，请学⽣分组进⾏角⾊扮演，设计⼀段与病⼈的⼿术

前交流对话，需要用到要求的常用表达，并回答病⼈ 5 个以上的问题，教师

给出评分标准并进⾏教师评价。 

4）总结课程内容，检查学⽣完成教学目标的情况 

5）布置作业。 

请你查⼀查巨⼤肝囊肿的⼿术过程，并试着用汉语说⼀说。（此作业为

预习作业，为下⼀节课学习成段表达课⽂做准备。）。 

（3）本课时教学过程如何体现线下教学特点、达成预期目标 

!!  本课时教学属于线下教学，利于分组互动操练，因⽽更适合本课医患术前交

流的学习和使用。线下教学在进⾏语⾔操练和分组练习时不受⽹络因素影响，效

率更⾼。师⽣面对面授课有利于师⽣的情感交流，也能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面对面分组讨论设计对话效率更⾼，能够顺利完成角⾊扮演，更易于检测预期总

体目标的达成情况。!

3.1&°¢'
本课时采用逆向性设计理念，将评测任务前置，与教学目标进⾏对接，使整

个教学过程严格按照标准进⾏。课堂评估包括两部分：⼀是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

评估，以教师与学⽣的互动话语为载体，通过对课⽂的内容的问答完成；另⼀项

是任务型评估，评估任务引用学⽣之前学过的胆⽯症和急性阑尾炎病例，学⽣分

两组就病⼈情况设计⼀段对话，内容涉及叙述病情、病痛处理、⼿术危险性、⼿

术对身体的影响、医⽣⽔平这五个⽅面的内容，并进⾏角⾊扮演，教师给出评分

标准并进⾏教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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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评价以教师对学⽣的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为主。评价

标准如下表： 

等级 

评测项目 
3 2 1 0 

词汇和常用表达

法使用数量 

使用 3种以上的

表达法 
使用 2 种表达法 使用 1种表达法 

没有使用表达

法 

回答病⼈问题的

数量 

回答 5个以上的

病⼈问题 

回答 3-4 个病⼈

问题 

回答 1-2个病⼈

问题 

没有回答病⼈

问题 

回答过程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 

回答过程完整，

能够全部解答

病⼈的问题 

回答过程比较完

整，能够解答病

⼈的⼤部分问题 

回答过程不太完

整，能够解答病

⼈的小部分问题 

没有回答过程，

病⼈问题⽆法

得到解答 

语⾔的准确性和

流利度 

语法正确率在

90%以上，4分

钟内完成对话 

语法正确率在

70%-90%，5分

钟内完成对话 

语法正确率在

50%-70%，6分

钟内完成对话 

语法正确率在

50%以下，6分

钟以上成对话 

⼈⽂关怀 

⽆医学术语，态

度亲切、关⼼病

⼈ 

使用 1-2个医学

术语，态度亲切、

关⼼病⼈ 

使用 3-4 个医学

术语，⾔辞紧张、

语⽓不肯定 

使用 5 个以上的

医学术语，对病

⼈冷漠、不关⼼ 

本次评测任务中学⽣展示出两个对话片段，虽各有少量语法和发音错误，但

在词汇和常用表达的使用、回答病⼈问题的数量、回答过程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以

及⼈⽂关怀⽅面均有出⾊表现，已达到本课总体目标的要求，评测效果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