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和反馈/四位一体的考试管理综合化机制!建立起动态调整

和不断优化的专业命题专家队伍!试题库建设和质量动态监控

系统!常规的命题*考试*评定和分析系统!为促进教师和学生

重视课程教学质量起到了明显的导引作用"同时!也客观有效

地发现了教学过程中一些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在

教学过程中可能会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新的给力点"通过几

年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引导学员对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和巩固!

提高了教学质量!还为今后深化考试改革!积累了不少富有价

值的数据和经验"作者将继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探索我国高

等医学教育测量和考试的改革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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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以学科为基础的课程模式!在课

程数量*学时*理论与实践比例等方面进行优化)&

B

'实施器官

系统为基础的课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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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问题为基础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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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临床表现为基础的课程模式"我国医学教育课程改革起步

较晚!普遍采用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我国临床医学教

育的主流"国内许多医学院校虽然也在实施器官系统课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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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

目前专科临床医学教学模式存在

的问题(&

!

'本科课程压缩版".三段式/教学!存在着重理论!

轻实用!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倾向#

!

$

"各学科课程相

对孤立*封闭!缺乏衔接与融通!内容存在重复*脱节现象)基础

与临床*理论与实践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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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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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职业能力培养不足!教学重点

仍以传授知识为主!实践技能训练不够"学生的动手能力较

弱!课程安排不能早期接触临床!与患者交流沟通的能力较

差#

B

$

)&

F

'课程结构单一"缺乏综合性课程!而医生面对患者的

时候!需要的是从基础到临床的综合知识结构和以器官系统为

主体的综合临床思维!这就要求学生自己将所学的原有各学科

知识在头脑中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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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课程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

适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不能实现集疾病治疗*预防*康

复*保健为一体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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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不能完全反映基层卫生

服务的实际需要!学生毕业后所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与农

村卫生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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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调查结果分析
!

我校委托重庆市教育评估院调查

临床医学专业
BCCU

"

BC!F

年传统教学模式培养的
F

届毕业

生!结果显示(学习效率低*学习理解能力较薄弱!临床基本技

能掌握较为薄弱!缺乏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最认可案例

教学方式*问题探究学习方式)最希望获得关于专业技能的基

本知识*临床基本操作技能*人际交往等基本工作能力"说明

传统教学模式过分强调教师的主体作用!轻视了学生在教学中

的作用#

G

$

!而器官系统教学模式能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出

来的学生动手能力*自学能力明显增强!学习效果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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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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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生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调研分析
!

本校于

BC!C

"

BC!B

年!对国内
N

个地区
UG

个基层医疗机构
!BDE

名

医生开展专业调研!结果显示(基层医生主要承担基本医疗与

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主要包括常见疾病诊治*常见症

状诊治*慢性病管理*社区康复*社区急救)公共卫生服务主要

包括居民建档*妇幼保健*老人保健*计划生育*计划免疫*健康

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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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3GNf

的医生曾因缺乏诊断*治疗技术转诊过病

人!

EC3CCf

农村医生连最基本的诊断技术尚未能正确掌握!如

测血压*看眼底等!无执业医师或助理医师资格证的人员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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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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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主要从事外科*医学教育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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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有必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

同时也提示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中加强对学生临床诊

疗技术水平和基本操作技能培养至关重要!教学改革应结合国

家医师资格考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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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器官系统课程体系及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写

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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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器官系统课程体系
!

本校在借鉴国内外器官系统教

学改革经验基础上!通过对基层医生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调查

分析!并结合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归纳出学生需要掌握的医学

综合知识和实践技能"建立了以人体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

体系(职业素质课程&军事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

英语*体育*职业指导*形式与政策')基础课程&医学基础*病原

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基础*药理学总论')器官系统课程

&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

运动系统疾病*神经精神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内分泌

系统疾病')基本操作技能课程&手术基本技能*诊疗护理技术*

急救技术*全科医师应诊技术*实用康复技术*实用中医技术*

妇幼保健技术等')职业发展能力课程&遗传与优生*传染病*性

病与皮肤病*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卫生法规*人际沟通*医学

生人文修养*文献检索'"把医学人文素质培养*器官系统为主

线的专业教育*临床技能训练为重点贯穿于
F

年教学中"

B3B

!

院校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及教材编写
!

组织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教师及附属医院行业专家!以系统性*知识性*实用性为

原则!整合*重建教学内容!制定器官系统课程标准及教学计

划"编写器官系统疾病教材
U

本!即呼吸*消化*循环*内分泌*

泌尿生殖*血液*神经精神*运动系统疾病诊疗技术!并由重庆

医科大学和第三军医大学呼吸*消化*血液*神经*泌尿等专业

的教授审定"分别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出版发行"自编教材克服了传统教材理论性过强*知识面过于

宽泛!内容过于庞杂的弊病!以够用*实用为出发点!并增加病

例分析*临床问题导入*知识链接等内容!体现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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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系统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C3A

!

强化组织保障能力
!

学校成立了器官系统教学模式改革

领导小组!负责对教改工作的全面实施!在政策*管理*经费和

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下设专家工作组(负责器官

系统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案审定!师资队伍建设!器官系统教

材的审定)每
B

周进行教学总结!及时对各系统教学内容进行

研讨和调整"教学管理协调组(负责协调基础医学教研室和临

床医学教研室的关系!下达教学任务!编排课表*教学进度表!

以及组织教学检查*考试等!确保教改工作的稳定有序运行"

C3B

!

组建院校合作*专兼结合*跨专业*跨学科的课程组
!

器

官系统课程模式对教师自身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要

求!以前我们老师是从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习过来的!

授课过程中基本上是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讲好本学科知识!

很少注意研究与本学科知识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及其相互联

系"现在要以器官系统的课程来授课!教师本身就有很多的不

适应"器官系统课程教学团队由
!C

"

!D

名成员组成!医院的

行业专家
E

"

N

名!涉及专业包含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

官科*检验科等"学校专任教师
E

"

N

名!涉及学科包含解剖

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主讲教师选拔师德高尚*治学严

谨)执教能力强!教学效果好!从事临床和教学多年的高年资教

师担任"

C3C

!

实施器官系统教学方式
!

教学安排上!把某一器官系统

的解剖*生理*病理*病生*药理*诊断*治疗及其疾病预防在一

个学期讲完"例如!在消化系统讲.胃/这一器官时!先介绍胃

的形态结构!接着是它的生理*病理!然后就是胃的常见疾病病

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防"使学生对胃从正常到异常再

到用药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框架#

!C

$

!减少重复!避免遗忘!

印象深刻#

!!

$

"

C3E

!

改革教学方法
!

教学方法采用案例导入*临床问题导入!

作为加强基础与临床联系的切入点"教学场地多样化!在.课

堂里设病区!病区中开课堂/!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加强实

践教学!减少理论课!学生进校后以实验*实训*见习
F

个环节

反复交替!每周集中安排半天时间在医院见习!进行床旁教学!

在真实的医疗环境中感受医生的工作及责任*医患沟通的重要

性)这既是医学知识的学习!也是医德品质和医生素质的培养

过程!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B

$

"加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合

作意识的培养!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F

$

"

C3G

!

调整考核内容
!

器官系统
U

门课程参照医师资格医学综

合考试大纲!考核基础医学综合&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

学'和临床医学综合知识!题型采用
1

型和
'

型题!按照各学

科在总论和各论中所占的学时数分配比例命题组卷!如消化系

统!成绩按百分制考量!解剖学占
Uf

*生理学占
!Cf

*病理学

占
!Bf

*药理学占
!Gf

!疾病占
EDf

)操作技能课程!基础知

识
ECf

!操作占
ECf

"新的考核内容突出了解决临床实际问

题的能力!强调了医学整体观和临床思维#

!D

$

"

C3H

!

调整实习科室轮转
!

为实现实习科室与器官系统课程延

续!达到有效的对接!第
F

年临床实习安排在三甲医院!实习时

间共
FG

周!必修科室
FB

周(消化
U

周&消化内科*普外科'*呼

吸
U

周&呼吸内科*胸外科'*循环
D

周&心血管内科'*泌尿生殖

U

周&泌尿外科*妇产科'*儿科
D

周)选修科室
D

周(急诊*血

液*内分泌*神内*脑外*骨科"

C3I

!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提高学习兴趣
!

阶段性教学反馈信

息表明!教师逐步适应了器官系统课程教学!得到了学生的普

遍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通过
BC!B

级器官系统教学的学

生与传统教学的学生在学习态度*专业热爱程度进行比较!主

动学习*学习兴趣及课程兴趣优于普通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C3CE

'"见表
!

*

B

"

表
!

!!

教改班与普通班学生学习态度比较"

'

%

f

&#

项目
教改班

&

'jDD

'

普通班

&

'jDB

'

!

B

!

学习态度
BU

&

GF3GD

'

BB

&

EB3FU

'

!3!!UE C3BSCB

学习兴趣
BN

&

G!3FG

'

!G

&

FU3!C

'

D3GEFN C3CF!C

课外学习时间
BF

&

EB3BN

'

!E

&

FE3N!

'

B3FUSC C3!BBB

到图书馆和阅览室
FC

&

GU3!U

'

BU

&

GG3GN

'

C3CBBE C3UUCS

制订学习计划
BC

&

DE3DE

'

!N

&

DC3DU

'

C3B!NF C3GD!!

主动学习
BU

&

GF3GF

'

!D

&

FF3FF

'

D3NGB! C3CBSB

逃课的经历
!E

&

FD3CS

'

!G

&

FU3!C

'

C3!DSE C3GSSC

上课玩手机或看书或睡

觉
B!

&

DN3NF

'

BE

&

ES3EB

'

!3BCBC C3BNBS

平常不努力学习!考前

临时复习
FB

&

NB3NF

'

FF

&

NU3EN

'

C3FSNN C3EBUF

学习遇到困难放弃
!S

&

DF3!U

'

BD

&

EN3!D

'

!3GNEF C3!SEE

上课前预习
!!

&

BE3CC

'

U

&

!S3CE

'

C3DDBF C3ECGC

课后复习
!B

&

BN3BN

'

N

&

!G3GN

'

!3DCDD C3BFGC

上课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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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3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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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3FU

'

B3SGUB C3C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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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教改班与普通班学生专业态度比较"

'

%

f

&#

专业态度
教改班

&

'jDD

'

普通班

&

'jDB

'

!

B

!

专业满意度
BS

&

GE3S!

'

BU

&

GG3GN

'

C3CCEE C3SDCU

课程设置满意度
FC

&

GU3!U

'

BN

&

GD3BS

'

C3!DES C3NCBD

教学方式满意度
BN

&

G!3FG

'

BC

&

DN3GB

'

!3GFUC C3BCCG

课程兴趣
BU

&

GF3GD

'

!N

&

DC3DU

'

D3GBCE C3CF!G

专业学习是否吃力
!B

&

BN3BN

'

!G

&

FU3!C

'

!3!DGB C3BUDF

本校临床医学专业器官系统教学模式是一个创新*探索的

过程!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从观念到实践都需要不断地

学习和探索"因此!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教师的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较

多!教学难度较大#

!E

$

"但改革的方案本身具有科学性*可行

性"只要针对问题!根据其产生原因!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改

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就能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高

素质技能型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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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模拟人在困难气道实践课程中的

应用困难气道相关知识一直是临床麻醉学教学的难题"它作

为临床麻醉学中气道管理部分的难点与重点!一直以来是作为

大课讲授"然而!学生在理论课和前期实践课时虽均已学习了

困难气道处理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模型的气管插管操作!但存在

重操作轻理论及理论与实践割裂的现象"同时!由于现有的教

学模型仅作为插管模具!缺乏整体的困难气道教具!所以关于

困难气道诊断及处理的临床思维培养难以完成"湖北医药学

院在困难气道相关知识的教学中!提出以
J'"

教学模式结合

59@4#+

综合模拟人&以下简称模拟人'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现总结分析如下!以期不断提高麻醉学的教学

质量"

A

!

教学对象

参加本次实践课程的为两名专业教师&

J'"

教师和监控

教师'和
BCCS

级麻醉学专业本科班
!BF

名同学!学生均已完成

困难气道相关知识的理论课和气管插管操作的实践课学习"

B

!

教学设备

模拟人&挪威
"#*->#$

公司出品'*麻醉机*常规气管插管

包*常用麻醉药物*除颤仪*静脉输液器*平衡盐液*困难喉镜*

纤支镜*环甲膜穿刺包*口咽通气道和吸引器等"

C

!

教学场地

教室内含
F

个场地000讨论教室*实践教室&其中有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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