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XZ0301002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学时/学分：2.5 学分，总学时 40，理论 40 

 

一、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全科医学又称家庭医学，是面向社区和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

复医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科，是一个临床二级学科，其范围涉及

各种年龄、性别、各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类疾病。它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

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方向的长期负责式照顾，并将医疗、预防、康复和健康促进有机结合，

将个体照顾与群体照顾融为一体。全科医学是在西方国家通科医生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综合了现代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用以指导医生从事基层医疗保

健第一线服务的知识技能体系。《全科医学概论》的基本内容与方法包括概述、以人为中心

的健康照顾、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照顾、以社区为范围的健康照顾、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照

顾、以预防为先导的健康照顾、全科医学中的医患关系与沟通、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心脑

血管疾病的全科医学处理、呼吸系统疾病的全科医学处理、糖尿病的全科医学处理、社区急

症的全科医学处理、精神卫生问题的全科医学处理和重点人群的全科医疗服务等。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建立知识目标。 

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全科/家庭医学主要概念和基本原则；全科医学对个人、家庭

和社区进行综合性、连续性、协调性一体化照顾的理论；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和特征；全科

医疗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熟悉全科医师的角色与素质要求、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

别和联系；全科医师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与态度。了解国外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特点以及我国

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的原则与方法，我国发展全科医学的必然性、迫切性、特点与可行途径。

培养学生对全科医学的兴趣，为在毕业后继续进行全科医学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从事社区

卫生服务奠定理论基础。 

2.建立能力目标。 

在授课时逐步培养学生全科医师的临床思维方式和诊疗策略，培养学生全科医疗中的沟

通技巧，运用网络资源获取新知识和相关信息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培养，让学生逐渐具

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3.建立态度目标。 

对教学内容作适度调整，结合我区目前的全科医疗特色，树立学生的全科医学服务的理

念，在培养应用人才的目标下，通过学习中、西医基础理论，结合全科医学专业的教学、临

床实践，培养临床新型的医学人才，为保障人民健康服务。 

 

三、教学目的要求与内容 

第一章 全科医学的历史与基本概念 

【目的要求】 



1. 了解全科医学产生、发展的背景，全科医生的知识结构，全科医学与其他专科医学

的关系；  

2. 熟悉全科医学的历史与发展，全科医学的使命，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别及联系； 

3. 掌握全科医学、全科医疗的定义与特点，全科医生的定义及角色。 

【教学内容】 

1. 全科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全科医学产生的基础；全科医学发展简史；世界范围全科

医学发展现状；我国全科医学发展与前景。 

2. 全科医学的基本概念：全科医学、全科医疗和全科医生。 

3. 全科医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别及联系；全科医学与其他

专科医学的关系。 

 

第二章 全科医学基本原则与特点 

【目的要求】 

1. 了解各生命周期的健康问题；  

2. 熟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全科医生工作的特征； 

3. 掌握全科医学的基本原则与特点。 

【教学内容】 

1. 全科医学的基本原则：科学、技术与人文相统一；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

础；个人-家庭-社区一体化；预防-医疗-康复整体性。 

2. 全科医学的基本特点：基础性照顾；人性化照顾；可及性照顾；持续性照顾；综合

性照顾；协调性照顾。 

3. 全科医生工作的基本特征：以预防为导向；以团队合作为基础；以“五星级医生”

为目标。 

 

第四章 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照顾 

【目的要求】 

1. 了解疾病与病人两个不同的关注中心； 

2. 熟悉健康信念与医患交流； 

3. 掌握以人为中心的病人照顾方法。 

【教学内容】 

1. 患者与疾病两个不同的关注中心：医生关注的中心；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

以人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2. 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照顾：全科医生应诊中的四项主要任务；以患者为中心的接诊模

式；全科医疗的问诊方式。 

3. 健康信念模式与健康照顾：健康的概念；健康信念模式与健康照顾。 

 

第五章 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照顾 

【目的要求】 

1. 了解家庭访视与家庭治疗； 

2. 熟悉家庭对健康的影响； 

3. 掌握家庭的定义、结构与功能，家庭生活周期的照顾、家庭评估的常用方法、临终

关怀的定义及其内容。 

【教学内容】 

1. 家庭与健康的关系：家庭的定义；家庭的功能；家庭的结构；家庭对健康的影响。 



2. 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照顾：家庭照顾中的三级预防；家庭生活周期的照顾；家庭访

视；临终关怀。 

3. 家庭评估：家庭评估的基本资料；家庭评估方法。 

4. 家庭治疗：家庭压力和危机；家庭治疗方法。 

 

第六章 以社区为范围的健康照顾 

【目的要求】 

1. 了解社区调查的步骤与方法； 

2. 熟悉影响社区人群健康的因素； 

3. 掌握社区的定义及要素，社区为导向的基层医疗，社区诊断的概念、目的、内容与

步骤。 

【教学内容】 

1. 社区医学：社区；社区医学；以社区为导向的基层医疗。 

2. 影响社区人群健康的因素：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生物因

素对健康的影响；生活方式及行为对健康的影响；健康照顾系统对健康的影响。 

3. 社区诊断：社区诊断的概念、目的、内容和步骤；社区调查。 

第七章 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照顾 

【目的要求】 

1. 了解以问题为导向的哲学思考及其以问题为导向的依据和优势； 

2. 熟悉什么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照顾和社区常见健康问题的特点； 

3. 掌握常见健康问题的诊断策略与处理原则。 

【教学内容】 

1. 什么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照顾：实施以问题为导向健康照顾的意义；社区常见健

康问题的特点；以问题为导向的个体健康照顾；以问题为导向的群体健康照顾。 

2. 以问题为导向的哲学思考：疾病症状与疾病本质；症状在疾病诊断中的意义；实施

症状治疗的意义与方法；病因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意义。 

3. 常见健康问题及其诊断策略与处理原则：常见的健康问题；常见健康问题的诊断策

略；以问题为导向的的处理原则。 

4. 以问题为导向的临床策略：全科医疗强调对疾病根本问题的诊断；全科医生应掌握

的诊断与处理技能；全科医生在实施以问题为导向健康照顾中的优势。 

 

第八章 以预防为先导的健康照顾 

【目的要求】 

1. 了解社区人群疾病预防和控制，社区居民自我保健的组织和管理； 

2. 熟悉三级预防原则与策略，全科医生预防医学的观念与优势； 

3. 掌握临床预防医学服务的定义、原则、主要内容及方法，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 

【教学内容】 

1. 概述：全科医生预防医学的观念；全科医生提供预防服务的优势；三级预防原则与

策略。 

2. 临床预防医学服务：临床预防医学服务的意义；临床预防医学的一般原则；临床预

防医学服务的内容与方法——健康咨询、免疫预防、筛检试验、化学预防。 

3. 以预防为先导的社区居民自我保健：社区居民自我保健的组织与管理；社区居民自

我保健的内容与方法；全科医生在社区居民自我保健中的作用。 

 



第九章 全科医学中的医患关系与沟通 

【目的要求】 

1. 了解医患关系的基础和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性； 

2. 熟悉医生与病人沟通的技巧； 

3. 掌握医患关系的模式和医患关系的影响决定因素。 

【教学内容】 

1. 医患关系及其基础：全科医生是患者及其家庭的朋友；医患关系的模式及其影响因

素；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性。 

2. 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主要途径：全科医疗中医患沟通的特点；沟通的基本原则；沟

通的艺术；与特殊患者的沟通；沟通的评估。 

 

第十章 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 

【目的要求】 

1. 了解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应用与发展趋势； 

2. 熟悉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内容； 

3. 掌握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步骤和形式。 

【教学内容】 

1. 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目的意义；全科医生在健康管理中的

作用。 

2. 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内容。 

3. 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基本步骤和具体形式。 

4. 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应用与发展趋势。 

 

第十二章 心、脑血管疾病的全科医学处理 

【目的要求】 

1. 了解心、脑血管疾病的社区管理及家庭保健、康复医疗和周期性健康检查； 

2. 熟悉心、脑血管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病人教育和全科医师的职责； 

3. 掌握心、脑血管疾病的常见危险因素、三级预防。 

【教学内容】 

1. 心、脑血管疾病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流行病学特征；常见危险因素。 

2.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全科医学照顾：社区管理及家庭保健；三级预防。 

3.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过程中全科医生的职责：专科治疗前的工作；专科治疗后的工

作。 

4. 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患者教育；康复医疗；周期性健康检查。 

 

第十四章 呼吸系统疾病的全科医学处理 

【目的要求】 

1. 了解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2. 熟悉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三级预防，随访与复查，康复指导。 

3. 掌握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和体征的评价与诊断，转诊与住院指征。 

【教学内容】 

1.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全科医学服务：呼吸系统疾病的严重危害；呼吸系统疾病的

流行病学特征；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全科医学服务。 



2. 全科医生在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中的作用：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全科医生

在呼吸系统疾病临床预防中的职责。 

3. 全科医生在呼吸系统疾病诊治中的职责：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和体征的评价与诊

断；转诊或住院；随访和复查。 

4.全科医生在呼吸系统疾病康复中的作用：生活指导；患者教育和康复指导。 

 

第十五章 糖尿病的全科医学处理 

【目的要求】 

1. 了解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危险因素； 

2. 熟悉糖尿病患者教育、生活指导及康复治疗； 

3. 掌握糖尿病的三级预防，全科医生在糖尿病诊治中的职责。 

【教学内容】 

1. 糖尿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特征；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2. 糖尿病患者的全科医学照顾：糖尿病患者需要全科医疗服务；糖尿病的医疗预防保

健措施。 

3. 全科医生在糖尿病诊治中的职责：专科治疗前的工作；专科治疗后的工作。 

4. 糖尿病患者的教育和康复：患者教育；生活指导；康复治疗。 

 

第十六章 社区急症的全科医学处理 

【目的要求】 

1. 了解社区急症的处理原则，基本装备及训练，全科医生在防范社区急症中的作用； 

2. 熟悉社区常见急症的预防和健康教育； 

3. 掌握常见社区急症，现场急救的原则和常用急救方法，转诊指征和运送方法。 

【教学内容】 

1. 常见的社区急症：常见社区急症的分类及成因；社区急症的处理原则；社区医疗单

位急救的基本装备及医务人员训练。 

2. 现场急救：现场急救的原则；常用急救方法；其他现场处理。 

3. 转诊和运送：适时转诊；危重患者的运送方法；后续的全面照顾。 

4. 社区急症的防范和健康教育：社区常见急症的预防；全科医生在防范社区急症中的

作用。 

 

第十七章 精神卫生问题的全科医学处理 

【目的要求】 

1. 了解精神卫生问题的国内外动态，相关概念与精神疾病分类，精神疾病发生发展的

影响因素； 

2. 熟悉各年龄段人群的精神保健，对精神疾病早期识别、干预的策略，重性精神疾病

的防治康复； 

3. 掌握非精神病性障碍的识别和处理。 

【教学内容】 

1. 社区常见精神卫生问题：概念与疾病分类；精神疾病发生的影响因素；各年龄段人

群的精神保健要点。 

2. 全科医生对精神疾病的识别和处理：早期识别的策略；早期干预的策略；重点精神

疾病的防治康复要点。 



3. 非精神病性障碍的全科医学处理：抑郁障碍的识别及处理；焦虑障碍的识别及处理；

特殊行为问题的识别及处理。 

 

第十八章 重点人群的全科医疗服务 

【目的要求】 

1. 了解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征及主要健康问题、老年人健康评估； 

2. 熟悉妇女的社区保健、儿童的社区保健； 

3. 掌握社区卫生服务中的重点人群、老年人社区保健的主要措施和保健管理。 

【教学内容】 

1. 全科医疗与重点人群保健：社区卫生服务中的重点人群；全科医生与重点人群保健。 

2. 社区妇女保健与计划生育指导：妇女各生殖阶段分期；妇女不同时期的生理和心理

特点；妇女不同时期的主要健康问题；社区妇女的保健与计生育 

    指导。 

3. 社区儿童保健：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点及其常见健康问题；儿童各阶段的保

健重点；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全科医疗中的儿童保健。 

4. 社区老年保健：老年、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人的概念；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征及主

要健康问题；全科医疗中的老年保健；老年人社区保健的主要措施。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全科医学的教学重点：全科医学的定义与基本概念，全科医生的定义及角色，全科医学

的基本原则与特点；全科医生应诊中的四项主要任务、全科医疗的问诊方式；家庭的结构、

家庭生活周期的照顾、家庭评估的常用方法；以社区为导向的基层医疗，社区诊断的概念、

目的、内容和步骤；常见健康问题的诊断策略与处理原则；临床预防医学服务的定义、特点

与主要内容；医患关系的模式和医患关系的影响决定因素；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基本步骤；

心、脑血管基本的常见危险因素、三级预防；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和体征的评价与诊断，

转诊与住院指征；糖尿病的三级预防，全科医生在糖尿病诊治中的职责；社区急症，现场急

救的原则和常用急救方法，转诊指征和运送方法；非精神病性障碍的识别和处理；社区卫生

服务中的重点人群、老年人社区保健的主要措施和保健管理。 

    教学难点：全科医学的基本原则与特点；健康信念模型，全科医师的“病人”   范畴；

家庭的结构、家庭生活周期的照顾；社区诊断的概念、目的、内容和步骤；常见健康问题的

诊断策略；临床预防医学服务的主要内容；医生与病人沟通的技巧；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的

具体形式；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教育；老年人社区保健的主要措施和保健管理。 

 

五、教学方法与手段 

《全科医学概论》这门课程教学以案例教学法及理论授课教学法为主，结合授课内容和

学习目标适当采用 PBL 教学法。在教学中要多开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在加强基

础训练的同时，采用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运用多媒体、录像等现代化教具以提高课堂效果。 

六、教学内容目标与学时分配 

章节 内容 学时分配 

第一章 全科医学的历史与基本概念 2 

第二章 全科医学基本原则与特点 2 

第四章 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照顾 5 

第五章 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照顾 4 



第六章 以社区为范围的健康照顾 2 

第七章 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照顾 3 

第八章 以预防为先导的健康照顾 4 

第九章 全科医学中的医患关系与沟通 3 

第十章 健康评价与健康管理 3 

第十二章 心、脑血管疾病的全科医学处理 2 

第十四章 呼吸系统疾病的全科医学处理 1 

第十五章 糖尿病的全科医学处理 1 

第十六章 社区急症的全科医学处理 2 

第十七章 精神卫生问题的全科医学处理 3 

第十八章 重点人群的全科医疗服务 3 

 

七、考核方式、成绩评定及评价方法 

1．考核方式：闭卷+平时练习 

2．考试成绩评定：闭卷×80%+平时练习×20% 

3. 评价方法：通过课堂提问、课后作业、课后问卷等了解教学情况，通过成绩分析了

解学生对各课程的掌握程度。 

 

八、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全科医学概论》第 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参考资料：《全科医生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全科医生练习题集》，人民卫

生出版社。 

 

 

撰写人：伍世轰 莫琳 黄春 何亮 赖远全      审核人：黎燕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