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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疾病分类（ICD-10）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制

定的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方法，是根据病因、部位、临床

表现和病理等特征，将疾病分门别类，使其成为一个有

序的组合，并用编码的方式来表示的系统。主要用于疾

病、损伤中毒和死亡原因的统计，是医学信息应用的基

础，使疾病信息得到共享；随着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建

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卫生管理的信息

化，疾病和手术分类编码的准确性日益受到重视，编码

质量直接关系到医院等级评审、重点专科申报和医疗服

务绩效。医疗行业对现代病案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

益增加，教学策略研究也成为摆在教育界面前的重要课

题[1]。国际疾病分类是病案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掌握的技

能，内容抽象，学习难度大，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

模式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通过启发-互

动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提

高学生国际疾病分类技能水平，提升教学质量。

1 启发式教学的意义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启发-互动教

学法就是要授予学生“捕鱼的技能”，使他们终生受用无

穷。这是一种积极的双向的教学方法,其实质就是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2]。教师的

“教”是为了使学生更有效地“学”，在教学中要传授知

识,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

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启发式教学，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根据

教学目的、内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知识规律，运用各种

教学手段，采用启发诱导办法和互动方式传授知识、培

养能力，使学生主动地学习，积极思考，善于动手，培养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上协

调发展。这种教学方法，加上教师能够突出重点，分散难

点，抓住关键，能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用准

确，清晰，简练，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课，很受学生欢

迎。

2 启发式教学在国际疾病分类教学中的作用

国际疾病分类的学习需要临床医学、解剖学、统计

学等基础医学知识，且疾病诊断名称具有多样性和复杂

性，抽象又枯燥，加上医学信息和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医

学知识有限，其学习编码的知识掌握和灵活运用需要方

法。启发式教学模式其核心是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

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法，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的动机[3]。教育理论家曾明确指出：“最有效的

学习方法就是让学生在体验和创造的过程中学习”，在

国际疾病分类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教学，通过科学而有层

次的问题来启发学生的思维，教会学生独立学习的能

力，通过示范教学、案例教学是学生掌握国际疾病分类

二十二个章节疾病分类编码规则、主导词和主要诊断选

择要点，培养学生运用工具书查找编码的能力，通过由

易到难的编码实操练习与实际动手操作，使学生能够熟

练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找到疾病编码，在学

习中有成就感，产生努力学习编码，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不断训练自身编码查找速度和准确性，使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

3 启发式教学的运用

启发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善于引导转化，运用一定的

手段和方法，把学生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具体知

识，再进一步把学生的具体知识转化为学生的能力。启

发式授课的方法很多,在国际疾病分类教学中可采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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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法。

3.1 问题式启发

问题式启发就是要求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具有内

在逻辑的问题链,引起学生的悬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引导学生由未知到已知,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的

认识。因此创设问题是启发式教学的关键[4]。在教授国际

疾病分类时，可通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问题引导学

生通过问题的回答引起学生注意，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通过思考掌握所学知识，实现教学目标。例如学习国际

疾病分类基础知识时，围绕国际上为何要将疾病进行分

类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分类？分类的意义？疾病命

名与疾病分类的关系？国际为何要对疾病进行分类？

国际上最有影响力和最为普及的分类系统是哪个？什

么是ICD-10？如何评价ICD-10分类系统？这几个问题

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解答并理解和这几个问题就达到

这一节的教学目标。

3.2 案例式启发

国际疾病分类的学习除了掌握基础知识，最重要的

是要学会用ICD-10工具书根据主导词查找编码，因此

在教学中要大量运用案例式教学。国际疾病分类的发展

史包含了丰富的医学和分类的历史，因此国际疾病分类

课程是普及医学知识的好材料是启迪智慧的好教材[5]。

例如在讲解疾病分类编码查找方法的三步骤（确定主导

词、ICD-10第三卷查找编码、ICD-10第一卷核对编码）

必须要按照各步骤逐步进行，否则编码查找不准确。在

说明第一卷中核对编码步骤是重要和必不可少时，主要

是看第一卷中的包括和不包括的注释或指示性说明。可

用查找“先天性杵状指”编码举例，第一步：确定主导词，

杵状指；第二步：查卷三索引杵状指(甲)R68.3；第三步:

核对卷一R68.3杵状指不包括:先天性杵状指(Q68.1)，因

此得出先天性杵状指编码为Q68.1，而不是R68.3。在具

体章节的教授中也需要大量运用案例，例如讲解第四章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的糖尿病分类时，先列出糖尿

病的类型和临床表现，正是因为糖尿病的特点，它的类

目分类轴心是病因，分为E10（胰岛素依赖型(Ⅰ型）糖尿

病)、E11胰岛素依赖型(Ⅱ型）糖尿病、E12营养不良型糖

尿病、E13其他特指的糖尿病 、E14 未特指的糖尿病，亚

目分类轴心是临床表现 ，而以上类型都有共同的临床

表现，因此E10-E14有共用亚目。通过临床知识和编码

规则案例的讲解，使学生易于理解和掌握。

3.3 互动式启发

在ICD-10各章内容的讲解中，首先介绍本章疾病在

临床医学中的分类体系、分类特点、编码规则、有关分类

的说明，并将一些需要灵活转换主导词的疾病名称分类

并总结，利于学生记忆。在遇到很难确定主导词的时候，

可以反向思维，先在第一卷中确定编码后根据疾病分类

名称回推主导词，最后查找到编码。在编码实操学习中，

可以给出一组疾病诊断名称和若干份病案进行小组比

赛，要求分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编码的查找，时间

到后各小组交来完成的题目并派代表上台当“老师”，最

后决出比赛冠军小组和最佳“老师”，这就考验学生的知

识掌握度和团队配合度，使课堂活跃起来，激发学习兴

趣，变过去单纯的授课-听讲的单向方式为互动式、开放

式的师生双向交流，发展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

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4 直观式启发

采用动画、图片直观的演示使教学更加生动形象,

记忆更加深刻。实践证明,图文并茂的教学方法可以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讲解肿瘤的交搭跨越时，通过

空肠和回肠恶性肿瘤的图片,向学生总结两个或两个以

上相邻部位的肿瘤为肿瘤的交搭，类目相同，亚目不同，

要分类于该类目中的.8，因此空肠和回肠恶性肿瘤主要

编码为C17.8，其他编码分别为空肠恶性肿瘤C17.1和回

肠恶性肿瘤C17.2。

将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入国际疾病分类的教学, 在实

际教学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通过启发式教学把抽

象的国际疾病分类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具体知识，再进一

步把学生的具体知识转化为编码实操能力，使学生不是

消极地接受知识，而要靠自己动手、动口、动脑来获得活

的知识，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灵活熟练查找编码的

能力,作为一名医学院校《病案信息学》课程教师,应根据

这门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目标，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并用

于实践,切实为培养高素质病案管理人才作出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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