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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是一门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边缘性的临床医

学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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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医学发展的趋势是以分子诊断和分子治疗

为先导#而核医学是其活跃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医学为解

决临床诊断)治疗中的疑难问题以及为医学科学研究提供了重

要而有效的手段#核医学课程已成为医学生的必修或考查科

目(但是核医学教学受目前教学体制的制约#教研室很难对其

进行自主的变革(教研室通过对七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进行

的实验性教学改革#为探讨核医学实验性教学改革的方法和效

果#本院对七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
!!2

人进行了核医学考试形

式的改变#分为传统性理论考试和实验性的现场团体考试和论

文答辩两种方式(比较两种方式的结果后#实验性教学改革的

方式#被学生和教师所接受(由此为核医学科的教学改革提供

科学的数据#积累了实验性教学的经验#为教学改革打好坚实

的基础(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教学经验和成果作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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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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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意见
!

征求医学生是否支持对传统理论考试和

团队基础知识答辩联合论文答辩的考试改革方案的意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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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查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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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支持%第
"

次调查中#获

得
D$A

以上同学的支持(

@#A

!

主管部门意见
!

教研室多次向院)校两级教务处提交实

验性教学改革方案的申请#最后获得院)校教务处的支持和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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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平台
!

通过两个途径与医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一

是与医学生积极交谈#就方案中的细节进行多次讨论和修改%

二是开通了网上沟通平台#在0重庆核医学协作网1开设了核医

学答辩专栏#就答辩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商榷#完善每一个

细节#向医学生表述清楚#并且充分尊重医学生的创新性和创

造性#努力发挥他们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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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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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七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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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

为
'

)

`

两组(对临床专业医学生采取调查问卷方式#共有
"Y

人参加传统考试$

'

组&#

:D

人参加改革方案考试$

`

组&(然

后根据自由组合方式将
`

组医学生分组#另有两人自愿要求

参加实验性教学(共
D!

人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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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其中
D

个组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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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另有
!

组为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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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设计
!

制定考试题型)难易程度和考试要求(

'

组

和
`

组所测试内容全部为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与教学大纲

的要求一致#所考察题目的难度)深度与教学大纲)教学要求相

符#无偏题)怪题(试题的题型与题量合适#试题题意表述明

确)术语表达科学准确(

'

组和
`

组基础题型全部来自于教

研室的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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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值设定
!

'

组考试题型!名词解释
Y

题$总分
!Y

分&#选择题
!$

题$总分
"$

分&)填空题
!$

题$总分
!$

分&)简

答题
Y

题$总分
"Y

分&)论述题
5

题$总分
5$

分&#总分值
!$$

分(

`

组考试题型!由团体分*$满分
:$

分&#其中基础题$共
"$

分&回答时间
Y678

#包括名词解释$共
:

分&)选择题$

2

分&)问

答$

:

分&%论文答辨$共
@$

分&时间
!"678

#提问
Y678

#其中论

文表述$

"$

分&)回答问题$

!$

分&)

..=

制作$

!$

分&)仪容体表

$

!$

分&)团队组织评价$

!$

分&+和个人得分$满分
"$

分#包括

印象分数
Y

分)团队中的作用
Y

分)仪表举止
"

分)口才
"

分)

思维能力
"

分)反应能力
"

分)创新能力
"

分&两部分组成#全

部现场作答(个人总分数
h

团队平均分值$全英文答辩加分

!$

分&

_

个人平均分值#总分值
!$$

分(基础题目#由学生自

行随机抽取基础命题#答题开始后#由教研室自行设计的软件

程序控制时间(辩论题由教研室命题#共
5Y

个命题#供
`

组

!$

个小组选择#也可自选命题#经教研室同意后参加答辩(不

同辩论题目的小组自行查阅资料后#提交论文并进行答辩论

述(为激励学生辩论和思维能力#个别辩论题不设正确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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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考试流程)设定专家评分组成员
!

对实验性教学活

动进行专向调查表的设计#并在考试结束后对学生和专家进行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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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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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成绩
!

'

组平均成绩为
%@#!

分#最高为
D"

分#最低

为
@Y

分(

`

组平均成绩为
D$#@

分#最高
D:

分#最低为
::

分(

两者比较有明显差异(其中有
Y

组递交全英文论文和全英文

答辩而获得
!$

分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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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质量和学生掌握情况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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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质量分析!本次

考试采取全新的考试模式#

'

)

`

组的基础测试部分#为教学大

纲要求的内容#与教学大纲的要求一致($

"

&学生掌握情况分

析!

'

)

`

组学生对核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能的

掌握基本达到熟练程度(

`

组对基础知识部分的回答!反映了

老师上课所强调的重点内容#达到了熟练掌握的程度(英文选

择题!所考察范围属于核医学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难点内容#

各组同学作答情况良好(简答题!所考察范围为显像原理和影

像诊断适应证及临床应用#作答情况良好#符合大纲熟练掌握

的要求(论文答辩部分是本次考试亮点#题目分布面较广)涉

及的知识多#无论是授课教师还是医学生都经过了数月的精心

准备#各组同学精心制作的
..=

#给各位专家评委留下了耳目

一新的感觉和深刻的印象(尽管题目有所不同#医学生掌握的

熟练程度有所区别#各组医学生的表现不尽相同#但都得到了

专家评委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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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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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评估
!

专家组肯定了此次教学模式的改革方

式#对考试方案关键性问题的认识具有高度的认同性#认为核

医学考试采取此类模式#整体效果较好(

A#B#A

!

医学生评估
!

大多数医学生认为以后考试可以采取此

类模式#此类考试更利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但对准备时间过长

以及答辩过程中#每个同学不能充分表现自己)基础答辩难易

程度#论文修改及辅导等方面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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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作为教学模式的一次改革#本次考试起到了对医学生综合

素质考察的目的#跟以往传统考试不同的是#医学生无论基础

知识和论文答辩#均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提高了对医学生熟练

掌握知识程度的要求%所筛选的题目反映了目前核医学的热

点)难点和疑惑#要求医学生对所涉及的核医学及相关知识有

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认识#并且要求医学生阐述所研究

的项目对临床工作的作用(以往传统考试模式只对本学科知

识进行考察而忽略了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医学生作为将来的

医生#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更应该注重本身综合素质的提

高和培养循证知识的应用*

"

+

(核医学只是医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一部分#而本科医学生更关心的是通过学习核医学的相关知

识#掌握核医学的临床应用*

5

+

(传统教学及考试模式忽略了这

一点#造成了很大一部分医学生在学习过核医学相关知识之

后#仍对核医学在临床工作的应用存在很多困惑(因此#提出

了教学改革的方案#希望通过这种考试模式#考核医学生的综

合能力*

2

+

#使医学生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到在日常临床工作当

中#如何应用核医学这一,武器-更好的为临床工作服务(

在此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应加强与相关科室的合作#如心

脏内科)神经内科)肿瘤科)外科)内分泌科等#共同指导医学

生#提高论文的质量%加强对学生个体的培养*

Y)%

+

#如以优秀个

体进行毕业答辩的尝试(应用
'

和
`

组的不同方式测试成绩

和能力#成绩有明显差异#偏倚较大#例如!团队优势)英文加分

及个人能力的差异等(考虑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为评比的

标准%在答辩过程中#医学生对临床综合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有

所欠缺#考虑将核医学课程调整到与临床专业课程同步进行(

此次教学改革模式#与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教

学法$

.̀ ,

&-

*

:

+仍有区别#创新性体现在对现有医学教育体制

的思考和探索(

总之#通过此次考试#给各位专家评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这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对于医学生的团队精神)组织能力)

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信心的培养和提高都非常有帮

助(希望此次教学改革模式的经验#被积极推行和实践#且对

于我国目前的教学模式及考察模式都有其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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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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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甲亢国内外已经取得了共识#特别是甲亢

伴有其他合并症如外周血白细胞减少)甲亢性心脏病)肝功能

损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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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是安全)有效的方法#对有肝脏功能异常

者不会加重肝功能的损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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