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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军队医学院校-医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运用效果%方法
!

采用
="<M

级临床医学等专业学生与
="<;

级相同专业学生进行对照!采取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

评价方法!全面评价应用教育心理学在-医用基础化学.教学实践中的效果%结果
!

试验组考试成绩优于对照

组"

#

$

"*";

$!试验组在问卷调查内容涉及的
!

个问题中!选择)是*的学生人数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比例

"

#

$

"*";

$%结论
!

在军校-医用基础.教学中应用教育心理学能显著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接受程度!并对学

生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动力有所提升%

#关键词$

!

教育心理学#医用基础化学#军队医学院校

#中图法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M<.QF)Q

"

="<!

$

<).=;<;."F

!!

众所周知!化学是医务工作者知识结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医用基础化学-是为本校一年级医学本科

专业学员开设的一门必修公共基础课!该门课程基础

性强!其内容的选择是根据本校军队医学专业的特

点!内容包括溶液及分析化学理论'物质结构理论'物

理化学相关内容等规律#经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和

充分掌握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化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

和基本原理!熟悉这些知识'理论和技能在医学中的

应用#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在医学中涉及化学

问题的能力!为其在后续临床课程中的学习奠定良好

的化学基础!使其知识构架更加完整!为其在医学领

域的发展夯实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基础#对于医学专

业的学生来说!其对于化学课程的学习存在着重视程

度不足!兴趣不浓厚!甚至是过关即可的心理状态#

目前!研究教育心理学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成为是现代

教育和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

*

#因此!笔者试图在

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医学基础化学-的

教学实践中!为学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进一步优化教学效果!即希望用化学理论知识和实验

方法为医学主干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校本科生
="<M

级临床医学

专业'口腔医学专业'空军临床医学专业'生物技术专

业共
=$$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设置为试验组!选取

相同专业的
="<;

级本科生
=M"

名作为对照组#

B*!

!

方法
!

%

<

&查阅文献!对教育心理学在基础课程

中的应用进行系统分析!关注各国的相关心理学教育

理论!在教学实践中丰富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模式!将

自主学习方法!应用于+医用基础化学-理论课教学

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减少学生心中的不确定因

素!建立正确的归因理论!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效

能感!并培养学生对成就感的需要#%

=

&采取形成性

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书面作业'

期末考试'文献综述等进行考核!将试验组和对照组

+医用基础化学-的综合成绩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学生自评等调查问卷形式!评价

应用教育心理学在+医用基础化学-教学实践中的应

用效果#%

F

&在教学实践中采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归

因理论'学习迁移理论等教育心理学理论!评估教育

心理学的应用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a49'="<"

和
,D,,<!*"

统

计软件对调查问卷和考核成绩进行数据统计#计量

资料以
MmD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

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B

!

成绩比较
!

试验组综合测试的总分'+医用基础

化学-理论成绩和实验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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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试验组和对照组考试成绩比较%

MmD

(分&

组别
"

总成绩平均值 理论成绩平均值%占比
Q"#

& 实验成绩平均值%占比
="#

&

试验组
=$$ Q;*M;m;*=

3

$$*)FmF*M

3

<Q*F=m<*;

3

对照组
=M" M$*!;m;*;= $"*M)m)*= <$*=<m<*F

!!

3

"

#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问卷调查结果

项目 试验组%

"J=$$

& 占比%

#

& 对照组%

"J=M"

& 占比%

#

&

提升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影响和感召力
=;; !;*Q$

3

=<M Q<*;Q

提升了在教学实践中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F !<*F;

3

=<; Q"*QF

明确了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目的
=F! Q!*Q;

3

==; $!*!=

提高了对本门课程的自主学习兴趣
=)< !"*$"

3

==F M;*<!

提升了在学习中的自信力
=)M !=*Q$

3

<!Q M)*))

提升了内在的学习动力
==! Q$*"!

3

="F M$*F=

提升了与教师良好沟通和反馈的能力
=F; QQ*F;

3

<QM M"*F"

提升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 !"*=F

3

<!; MF*F<

提升了对学习成就感的需求
==$ Q)*!$

3

<Q< $Q*";

提高了+医用基础化学-的教学效果
=;< !)*F$

3

="$ MM*))

!!

3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过程评价
!

评价过程中共发放调查问卷
;F$

份!收回
;F$

份!其中试验组发放
=$$

份!对照组发放

=M"

份!回收率为
<""#

!有效率为
<""#

#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试验组在问卷调查内容涉及的
!

个问题

中!选择.是/的学生人数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比

例!见表
=

#

"

!

讨
!!

论

"*B

!

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促进了

教师对军校医学生在学习中的心理规律和行为特点

的了解!提高了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能力#

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
="

世纪
;"

年代!该理论

认为!人的成长源于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主张人格

发展的自我实现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实现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和健康

人格的形成!而这种形成过程与人文教育是密不可分

的(强调教学工作中要创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课堂心

理氛围!使学生能身心和谐健康地发展!重视对学生

的尊重和爱护#

+医用基础化学-课程在学员入学第
<

学期即开

始授课!此时学员刚刚从紧张的高中学习中步入大

学!对军校的学习和生活感到新鲜!思想较为活跃!情

绪易于激动#但是他们的学习方法和方式!还延续了

高中阶段的知识填鸭式!还未能调整适应大学阶段的

自主学习方式#该门课程内容涉及的知识点广泛!课

时少!需要学员课下预习'复习'自主学习的内容多#

笔者在充分调研学生学习目的和兴趣的基础上!有的

放矢!注重学员自主学习能力的激发与培养)

;

*

#例

如!笔者在讲授内容易于理解的章节时!如溶液理论'

缓冲溶液'滴定分析等章节!与高中知识衔接紧密)

$

*

!

要求学员课下进行充分的预习!上课前提出在自主学

习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教师将学员提出的问题穿插在

课堂授课中进行讲解和释疑#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学生不断的自主学习过程中!

探索到适合其有效学习的方法!提高其学会学习的能

力!更有利于学生有效地自我控制学习效果!发挥其

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而对于较难理解'较为抽象的

内容!如化学反应动力学'原子结构等章节!学员在学

习时可能会出现畏难情绪!学习热情明显不足!且随

着学期的进程!各门功课的学习压力随之增大#此时

有些学员难免会有放弃的心理!认为化学仅仅是医学

生的基础课!重要程度不如医学专业课#此时需要积

极激发的学员学习兴趣!使学员认识到化学对于医学

发展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因此!本文采用了下述几种

方法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

&有效利用课堂提问#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向

学生传授哪些知识!如何教授!要以面向全体学生并

提高效率为原则)

M

*

#在课下认真分析学生可能在哪

些问题上受阻!按认知心理学中.最近发展区/理论!

巧妙设置疑问!在课堂实际授课中!有效引导学生利

用已有知识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引出新的知识

点!使学生对化学课的学习充满了期待和兴趣#例

如!在学习化学反应动力学的内容时!授课之初即抛

出系列问题!如为什么不同的化学反应速率有快有

慢'为什么温度升高反应速率加快'催化剂如何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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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速率等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这一部分的教

学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

%

=

&教学手段尽量多样'丰富#化学的内容应用

性强!部分教学内容配有实验课#如果照本宣科!教

学就会枯燥乏味!学生难以消化和理解#根据学员在

课堂中的表现及课后学习效果的反馈!及时调整授课

节奏!深入浅出!将幻灯'轨道模型'视频'动画等多种

授课手段结合!并采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教学方

式!让学生体验到丰富多彩的教学课堂!既满足了学

生对知识的好奇心!又激发了学习兴趣)

Q

*

#

%

F

&注重化学与医学和军事的有机结合#在教学

过程中由其注意穿插化学和医学科技前沿进展!介绍

诺贝尔化学奖'医学奖!体现医学与化学的密切结合!

使学员切实感受到化学的基础性作用!理解化学在了

解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为其后续的学习药理学'生

物化学'生理学等医学专业课奠定坚实的基础#同

时!还注重化学与军事的结合!将军事知识融入教学!

例如!讲授与军事相关的化学毒剂的性质'危害'化学

防护方法等!介绍本科室的军事科研课题!如核素促

排药物'辐射防护剂的合成'次声防护药物的合成'防

疲劳药物制备等!在医用有机化学的教学中引入上述

军事研究的成果!密切贴合部队!扩展了学员的知识

视野和军事知识储备)

!

*

#

"*!

!

建立正确的归因论!减少学生心中的不确定因

素!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和效能感
!

积极正确的归

因对学生建立学习自信心和提高自我效能感都具有

重要意义#归因旨在通过对人们的行为过程所进行

因果解释和推论!通过对其所处的环境的控制并对其

产生的行为进行激励!来预测和评价人们的行为#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正确的归因论!即是把取得的好成

绩归因于他们的学习能力突出和所付出的努力!把不

理想的表现则归因于努力不足)

<"

*

#

在学习+医用基础化学-中的化学热力学'化学动

力学及氧化还原反应与电极电位等章节时!学生普遍

反映这些内容枯燥抽象'不易理解!且公式较多#如

果在学习时没有用心去理解和记忆!很容易混淆公

式!不能举一反三!一些学生对热力学涉及的理论和

概念困惑和力不从心!学习成绩下降!给学生的学习

热情带来打击#此时!应带领学生建立正确的归因

论!否则学生可能将自己的不良表现或成绩归因于教

师授课不适合自己'试题难度大!甚至对自己的能力

和所学知识产生了怀疑)

<<

*

#分析这部分学生在大学

学习阶段还沿用着高中时的被动学习方法!自主学习

能力较差!往往尽了较大努力!但取得的成绩并不理

想#对于这部分学生!给予其课外辅导!帮助其理清

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化学热力学与化学动力学

及氧化还原电极电位之间的重要关系!让这部分学生

意识到!付出了必要的努力!投入了足够的精力!他们

完全能够正确的理解和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点#通过

这样反复的训练!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归因观!给

自己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通过一个个目标的

实现来建立和恢复学习的自信心)

<=

*

!也可以引申到其

他课程的学习中!发现这种教学理论的应用可使学生

的学习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

!

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正迁移/!培养学生

的学习成就感
!

学习迁移理论指的是一种学习对另

一种学习的影响!即对学习所获得的经验加以运用对

另一种学习产生了促进和加强作用!称.正迁移/!如

果对另一种学习产生了干扰或抑制作用!则称为.负

迁移/#学习中的正迁移是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

开发智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经

常性的学习正迁移可使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获得成

功的成就感!满足学生自我认可的心理需求!并会产

生继续追求成就感的动力)

<F

*

#在+医用基础化学-教

学中注重学生学习时形成良好的正迁移!使学生形成

学习的良性循环#%

<

&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取得成功!

使其体验成就感)

<)

*

#在+医用基础化学-授课过程中!

教师提出与课程内容相关的问题!如果学生踊跃回答

或回答到关键点!适时给予鼓励!发现学生的课堂注

意力和学习积极性都会显著提高#所以说!教师的每

一点肯定都能让学生振奋!催人上进#%

=

&有针对性

地对学生提出学习要求#在+医用基础化学-的教学

过程中!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基础!提出不同的学习

目标!设置不同层次的学习要求!有针对性'有的放

矢#对于化学基础较好的学生!要求他们能够从深层

次的基本原理上理解所学内容!并且可以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更好地为其他课程做铺垫#对于中等程度

的学生!要求能够理解原理!熟记各章公式#而对于

化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则要求其掌握最基本的概

念'公式!并鼓励在某个问题上取得的进步!让学生在

原有的基础上一点一点的得到提高!并由此体验到由

自己的能力所带来的进步与成功#

总之!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如人本主义心理学'

归因理论'学习迁移理论的运用!在军队医学院校的

基础课教学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应不断加

强自身的理论学习!掌握教育心理学相关知识与理

论!并在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指导下开展教学工作!更

加有利于培养学员的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学习效率'健

康的心理素质!将更加有助于释放学生个性!启迪智

慧!提高教学效果!为培养跨世纪的军事医学人才打

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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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

?

7H7

样波!即患者兼有早复极波和
/8W

?

7H7

样波

特点(%

F

&

N

波后
,-

段形态为水平或下斜型"

e<

'

e=

,-

段呈下斜型!

eF

'

e),-

段呈水平型(%

)

&碎裂电

位"各导联
L

波降肢有切迹或顿挫!

e)bL,

波终末

部可见碎裂
bL,

波!碎裂
bL,

波与心脏性猝死和室

性心律失常有相关性#

本例患者是猝死的极高危患者!建议患者行
CO6

植入术治疗以预防猝死!患者及家属未同意#出院后

随访至今!患者未再发作过晕厥'恶性室性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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