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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在合理用药点评中发现的临床不合理用药问题ꎬ有针对性地对全科医学专业的临床药学实践课程

进行教学改革ꎮ 以对全科医学专业轮转科室的慢病患者出院医嘱点评工作为带教切入点ꎬ在实习阶段全程渗透、
全程培养合理用药理念ꎬ将临床药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与临床用药的理论知识相结合ꎬ对临床药学课程的实践教学

进行创新与整合ꎬ提高和规范全科实习医师的临床用药技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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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全科医师的实践教学改革ꎬ建立基于基层医疗服务

需求的课程教学体系ꎬ是建设全科医学队伍的关键环

节[１－２] ꎮ 临床实践环节是全科医学生从课本到真实临床的

重要环节ꎬ是培养全科医学人才的关键阶段ꎮ 临床用药是全

科医师的基本临床技能之一ꎬ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性ꎮ 面

向以基层医疗服务需求导向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ꎬ结合在日

常合理点评工作中遇到临床用药的实际问题ꎬ针对全科医学

生临床用药的薄弱环节ꎬ通过对临床药学实践课程教学内容

拓展、课程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和加强实践教学ꎬ从而提升全

科医学生临床实践用药水平ꎬ以胜任将来的岗位需求ꎮ

１　 传统带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全科医师工作定位面向社区基层及家庭ꎬ以常见病、多
发病和慢性病等病种为主ꎬ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重点就是对

慢病患者的管理ꎮ 三级综合性医院科室专业细化ꎬ诊疗环

境、常规和最终的治疗目标与基层医疗机构不同ꎬ带教老师

未将岗位胜任力理念融入教学模式中ꎬ全科医师工作涉及的

诸多内容在现有时间教学内容里却并未充分体现ꎬ照搬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模式ꎬ导致对全科医师的临床药学实

践带教偏离全科医师的工作需求ꎬ侧重于危急重症和疑难杂

症的诊治ꎬ缺少对全科医师“量身定制”的课程内容[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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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几年临床教学带教发现ꎬ全科医学生习惯于被动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ꎬ在临床实习中总处于“被动”学习的

状态ꎬ日常跟随带教老师查房ꎬ被动执行带教老师布置的任

务ꎬ遇到问题ꎬ不主动思考或查阅资料ꎬ缺乏独立思考和分析

的能力[４－６] ꎮ 尤其在临床用药实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ꎬ理论

知识和实践衔接不够ꎬ具体表现为不能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定个体化的给药方案ꎬ相同诊断的疾病开具同样的医

嘱ꎻ对于所在实习科室的常用药物医嘱形成思维定式ꎬ对于

这些药物的适应证、使用注意、不良反应和禁忌等等了解不

够深入ꎬ导致出现临床用药形成“人云亦云”的经验化用药习

惯ꎬ欠缺规范化和合理化用药的意识ꎮ
２　 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全科医学教育我国起步较晚ꎬ创新实践教学理念ꎬ是培

养高素质的全科医学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７－８] ꎮ 因此ꎬ参照

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方案ꎬ充分利用合理用药点评工作的契

机ꎬ探索适合全科医学专业临床药学实践技能培养的教学方

法ꎬ是今后临床药学实践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ꎮ
２.１　 修订实践教学大纲ꎬ调整实践教学内容 　 我国社会老

龄化趋势日益严重ꎬ老龄患者多病共存状态使专科亚专业知

识更高尖的理想状态被打破[９]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基层全科医

师最为关注的前 １０ 种疾病均为慢性病ꎬ且对慢性病 “药物

治疗”“危险情况识别”的培训需求较高[１０－１１] ꎮ 根据«关于推

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对于诊断确切的

慢性病基层医疗机构重点在管理[１２] ꎬ药物治疗是常见慢性

病管理最常见和重要的方法ꎬ因此全科医师对常见慢病患者

进行用药管理成为工作内容之一ꎮ
现行的临床药学课程内容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

面ꎬ培训考核更趋专科化、精细化ꎬ偏重专病的药物诊疗规

范ꎬ弱化对慢病用药实践的考核ꎬ并不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功能定位ꎮ 因此ꎬ如何以满足基层常见病诊疗需求ꎬ整
合临床药学课程实践教学ꎬ修订更符合面向基层定向培养的

全科医学专业临床药学实践教学大纲ꎬ适时优化整合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式ꎬ是本教改项目的重点ꎮ
同时ꎬ全科医师接诊多是病情稳定ꎬ已经上级医院确诊

并给出了明确药物治疗方案ꎬ转诊至社区继续治疗和管理的

慢病患者ꎮ 面对多病共存的慢病患者ꎬ由于综合性医院专业

细化ꎬ专科医师在制定药物治疗方案时仅考虑本专业的治疗

药物ꎬ于是存在此类患者用药种数较多、联合用药较多甚至

重复的现象ꎬ其发生不良反应的机会将增加[１３－１４] ꎮ
根据全科医学人才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要

求ꎬ教学内容侧重于全科医师主要面向的非传染型慢性病的

用药管理ꎬ删减疑难危重病例药物治疗的教学内容ꎮ 同时ꎬ
在课程设计方面增加提高全科医师掌握多病共存中多重用

药的管理能力的相关内容ꎮ
２.２　 与临床实际问题相结合ꎬ整合实践教学课程　 临床药学

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ꎬ药物的基本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用

药如何结合一直是困扰临床药学实践教学的难点ꎮ 为了让教

学内容更加贴近临床实践ꎬ带教老师往往在教学过程中采用

案例教学法ꎬ引入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ＰＢＬ)教学ꎬ以案例为素材ꎬ将学生带入特定的情景中

主动学习ꎬ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ꎬ一定程度上调

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１５]ꎮ 但是由于临床案例往往不是学

生亲身参与的临床实际ꎬ学生不能得到很好地感性认识ꎮ
以全科医学专业轮转科室慢病患者出院医嘱的合理用药

点评为出发点ꎬ鼓励学生从全科角度对亲身参与诊治的慢病

病例重新审视分析ꎬ组织学生对用药方案的安全性和合理性

进行讨论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为了避免学生被动填鸭式教学的

旧模式ꎬ注意引导学生利用循证医学思维方式查找文献资料ꎬ
从而将循证药学的理念植根于全科医师的临床用药过程ꎮ

全科医师不同于制定慢病药物治疗方案的专科医师ꎬ其
药物治疗管理工作中更为重要的环节是慢病用药的细化管

理ꎮ 全科医生需要按照上级医院为患者制定药物治疗ꎬ根据

患者具体病情ꎬ不仅要考虑药效ꎬ又要考虑药物间可能的相

互作用和药物不良反应ꎬ还需关注用药的依从性ꎬ制定个性

化的药物治疗方案ꎮ 课程设计时ꎬ根据慢病患者出院医嘱的

点评情况ꎬ提前为学生设计问题ꎬ融入慢病药物治疗方案的

用法用量的调整、潜在不适当用药的识别与处理、药物不良

反应的识别与处理、药物相互作用的识别与处理、药物治疗

过度的识别与处理、患者用药教育与解惑、慢病患者生活方

式的干预与指导等ꎮ 课堂授课时ꎬ带教老师结合病例涉及病

种的药物治疗方案和所用药物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ꎬ同时穿

插讲解药物的基础理论知识ꎬ并且适当地介绍最新的国内外

相关药物治疗指南ꎬ可使学生形成循序渐进的临床用药思

维ꎮ 同时ꎬ注意引导全科医师对出院慢病患者进行出院带药

教育ꎬ指导患者正确理解药物、用药原因、服药方法以及对于

药物不良反应的辨识和处理ꎬ从而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ꎮ
２.３　 注重总结典型案例ꎬ延伸教学内容　 在日常的出院医嘱

点评工作中ꎬ注重收集慢病患者的典型案例ꎬ对不合理医嘱出

现的常见问题进行归纳、提炼ꎬ整理成经典病例用于教学ꎮ 比

如ꎬ我院神经内科部分使用鼻饲管的脑卒中患者ꎬ由于医师担

心粉碎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会破坏药物的缓释效果ꎬ常采

用美托洛尔普通片剂ꎬ致使患者体内血药浓度不稳定ꎬ药效欠

佳ꎮ 但经查阅药品说明书和相关资料ꎬ发现该缓释片是由众

多微囊化的颗粒压制而成ꎬ每个微囊为独立的单元控制药物

的释放速度ꎬ微囊大小通常都在 ０.５ ｍｍ 以下ꎬ而鼻饲管的内

径多数大于 ３ ｍｍ[１６]ꎬ因此可以直接将药物溶于水中进行鼻

饲ꎬ即可发挥药物的缓释效果ꎮ 除此之外ꎬ很多采用了肠溶微

丸压片的药物ꎬ如埃索美拉唑肠溶片、奥美拉唑肠溶片等均可

直接溶于水中进行鼻饲ꎮ 针对上述案例ꎬ全科医师在指导给

予鼻饲患者用药时应注意药品剂型的选择ꎬ对于不能确定的

剂型ꎬ需要查阅药品说明书和相关资料ꎬ了解剂型的制备工

艺ꎬ重点关注药物前处理和鼻饲后是否破坏了药物的特殊结

构ꎬ警惕可能会影响药物的释放ꎬ造成体内血药浓度的波动ꎬ
可能会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ꎮ 再如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需要长期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和激素吸入剂ꎬ由于这些吸

入剂的药物剂型特殊ꎬ如何指导患者正确使用以确保药物发

挥疗效ꎮ 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慢病患者ꎬ应该如何指导及时监

测患者血压、血糖、心率、血脂等各项指标ꎻ根据患者的用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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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ꎬ及时发现患者药物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药物服用方法和剂

量不当)ꎬ并给予用药指导ꎻ针对依从性较差ꎬ自行停药ꎬ血压

和血糖控制不良的情况ꎬ如何调整治疗方案或转诊ꎻ如何给予

针对性的生活方式指导等等ꎮ
根据“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目标ꎬ本教改项目以全科医学

专业轮换科室慢病患者的出院医嘱点评工作为抓手ꎬ对全科

医学专业的临床药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

整合设计的教学改革ꎬ着重提高全科医师对于慢病患者多重

用药的评估、管理、优化用药管理的能力ꎮ 相较于传统的填

鸭式、灌输式教学方法ꎬ该教学模式实现了教学内容与岗位

能力相对接ꎬ有助于培养全科医学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意

识ꎬ提高和规范全科实习医师的临床用药技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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