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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刊载年  出处  

钟嘉熙  
温病学“三元结构”实践教学模式研
究 

中医教育 2008 27( 2)： 8 － 10  

曾征伦  
数据库 Access 软件在医学教研室资
料管理中的应用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07 15(5):349-350 

曾征伦  
多媒体技术在《温病学》教学中的应
用 

中国中医药远程教育 2007 5 (10)： 7 － 9  

钟嘉熙  
温病学“教学、科研、临床”三要素
教学模式 

宁夏医学院学报 2007 29 ： 57  

曾征伦  
中医本科生开展温病学实验教学的探
讨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
医学教育版 

2007 9(4)： 429 － 431  

林兴栋  
以病例为引导的教学在神经病学教学
中的应用 

宁夏医学院学报 2007 29 ： 23 － 25  

彭胜权  《温病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思考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6 30(2)： 150 － 151  

钟嘉熙  案例式教学在温病学教学中的尝试  中医教育  2006 25(增刊)： 131 － 132 

林兴栋 中医 7 年制温病临床教学的探讨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7 14(1)： 107 － 108  

于征淼 
高等中医教育中 PBL 教学调查问卷的
设计  

中医药学刊  2006 24 (6)： 1109 － 1111 

于征淼 
浅谈 PBL 教学法在中医高等教育中的
应用  

中医药学刊  2006 24 (1)： 151 － 152 

林兴栋 加强医学实习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06 14( 8)： 35 － 36  

曾征伦 
ACCESS 数据库在《温病学》教研室资
料管理中的应用  

中医教育探索  2006 (2)： 36 － 37  

张朝曦  七年制温病专业临床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 10 

林兴栋 
加强中医七年制温病临床教学的实践
与体会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 10 

林兴栋 
七年制临床教育面临问题的思考与对
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 10 

于征淼 单门课程 PBL 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5 7 (5)： 501 － 503  

于征淼 新世纪规划教材《温病学》教学体会  中医教育  2005 24 ( 5)： 38 － 39  

林兴栋 加强实习生医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  中医教育探索  2005 ( 3 )： 52 － 55  

钟嘉熙 
七年制中医学专业温病学课程教学改
革与成效  

中国医学教育研究进展 
( 第十一卷 )  

2004 11 ： 92-97  

刘亚敏 《温病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浅探  湖南中医药导报  2004 10 ( 2 )： 69-71  

于征淼 
浅谈在中医高等教育中应用 PBL 教学
法  

中华医学教学与临床  2004 4 ( 9 )： 49-51  

钟嘉熙  一堂《温病学》自学课的探讨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4 24(增刊)： 54  

刘亚敏 温病学临床教学形式的探讨  
中国医学教育研究进展 
( 第十一卷 )  

2004 11:293-294 

刘亚敏 《温病学》临床教学形式探讨  中医杂志  2004 45(10)： 782-783  

吴宣富 
中医院校开设神经病学教学效果调查
分析  

中医教育  2004 ( 2)： 16-18  

林培政 温病实验研究概况  新中医  2003 35(5).-74-76 

林培政  我校中医经典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中医教育  2003 22(3).-16-18 

钟嘉熙 中医七年制温病学教学改革实践  教育学与教学管理  2003 3:20-22 

钟嘉熙 中医七年制温病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医教育探索  2002 (1):6-8 



 

 

 

 

 

 

 

 

 

 

 

 

 

 

 

 

 

林培政 
以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
迎接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中医教育探索  2002 ( 3 )： 9-12  

钟嘉熙  《温热论》自学课的实践  中医教育探索  2002 ( 4 ) 30-32 

钟嘉熙  
温病学回归临床与实践教学改革十五
年回顾  

中医教育探索  2002 ( 3 ) 

黄彩平  温病学教改尝试与体会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研究
进展  

2001 -  

林兴栋  
现代高等中医药临床教育面临问题的
思考  

中医教育探索  2001 (3) ：  

林兴栋 
现代高等中医临床教育面临的问题与
对策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1 8(10).-86-87 

彭胜权 岭南温病理论与临床应用的系列研究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1 (9) ： 59--61  

陈丽玲 
邓老治学思想对我校温病学科发展的
贡献  

中医教育探索  2001 (3) ：  

刘亚敏 论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条件建设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0 (8) ： 70-72  

林兴栋 
强化温病临床教学、培养合格中医人
才  

中医教育探索  1999 34(4):58~59 

彭胜权  
《中医临床基础》学科课程结构和教
学内容的改革初探  

中医教育  1999 ( 3 ) 

林培政 关于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发展的思考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 5 ( 8) 16-18 

李迎敏 开设温病学实验课的尝试与体会  中医教育  1998 ( 2 ) 

彭胜权  
《中医临床基础》学科课程结构和教
学内容改革初探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研究
进展  

1998 (6) 

彭胜权  岭南温病研究  新中医  1997 (10) 

彭胜权  评电教片《温病血瘀证治》  中医教育  1997 ( 5 ) 

彭胜权  略论温病学科发展的思路  中医教育探索  1996 ( 1 ， 2 )  

彭胜权  努力提高培养研究生的质量  中医教育探索  1996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