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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纸

课  程 中医护理学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章  节 项目二  任务一            总第 3、4课时

课  题 阴阳五行  阴阳学说 授课形式 理论课

教学目标

（含技能）

知识目标: 1理解阴阳的基本概念

2掌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3理解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思想目标: 具有热爱科学、实事求是的学风

能力目标: 能判断出事物之间的阴阳属性,解释各种现象

教学主要内

容

（知识点）

项目二 阴阳五行

任务一  阴阳学说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

阴阳是对自然界相关事物或一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她

既可以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也可代表同一事物内部所存在

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阴阳的相对性。⑴在一定条件下，阴阳可以相互转化。⑵阴阳

的无限可分性。

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阴阳对立制约：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对抗的关系。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阴阳互根互用：阴阳的相互依存、相互为用。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阴阳消长平衡：阴阳双方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处于

“阳消阴长”或“阴消阳长”的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

阴阳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可以向着各自相反

的方向转化。

             “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一）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

例如：1部位划分2以脏腑划分3物质和机能划分

（二）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

例如：机能活动与营养物质《内经》“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

无以化”“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三））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

《素问》：“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寒，阴胜则热。”

（四）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

《素问》：“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阳证—表、热、实    阴证—里、寒、虚

（五）用于确定疾病的治疗和护理原则



1《内经》“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

2《素问》：“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教学小结：

1阴阳是对自然界相关事物或一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

她既可以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也可代表同一事物内部所存

在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2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阴阳对立制约;阴阳互根互用;阴阳消长

平衡;阴阳转化。

评价与反馈
1.属于“阴中之阴”的是  
A.上午    B.下午   C.白天    D.后半夜  E.前半夜
2.属于“阳中之阴”的是  
A.上午    B.下午   C.白天    D.后半夜  E.前半夜
3.“寒极生热”是阴阳之间的哪种关系

A.阴阳交感  B.阴阳对立   C.阴阳互根 D.阴阳转化  E.阴阳消

长

4.“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是阴阳之间的哪种关系

A.阴阳交感   B.阴阳对立   C.阴阳互根  D.阴阳转化  E.阴阳

消长

5.“阴消阳长，阳消阴长”是阴阳之间的哪种关系

A.阴阳交感  B.阴阳对立  C.阴阳互根  D.阴阳转化  E.阴阳消

长

重点难点 重点：

阴阳的基本概念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难点：

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学情分析 学生为护理专业大专二年级学生，对医学体系和知识已有初步了

解，对人体健康相关的事物颇有兴趣，学习积极性较高；但自律

性、主动性差，学习习惯上有诸多不良之处。

教学辅助

设备及资源

计算机、多媒体终端、PPT课件、网络资源、课程平台

参考资料 中医护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学设计

（理论或

实践教学

的组织形

式、步骤、

方法等）

在任务一阴阳学说部分，课前让学生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古代关于

阴阳的相关内容，课上分别由不同的学生讲出来，然后由老师适

当指点和补充，辅以部分视频资源。本着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教师展示课件，结合临床病例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运用阴阳学说相关内容进行分析，采用师生共同学习等

策略。

课后布置网络平台作业，一方面检查学生课上掌握情况，另

一方面为下一次课的复习回顾打下基础。

作业布置 1.阴阳的概念

2.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达标情况 良好

课后体会 教学中运用“教、学、做、评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

“做中学，学中做”， 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

教学思想。通过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及合

作、沟通的能力。图片、视频的利用，让学习更加直观。教师的巡视

指导，能及时查漏补缺。师生在互动中，顺利的完成了学习任务。

备   注

授课记录 授课顺序及班级 授课时间 授课场所

1

2

3

4

5

注：课程类型分为：考试课、考查课、选修课（或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等，

授课形式分为理论课、合堂课、实验实训、集中复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