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简洁严谨#避免或减少复杂的长句#所以医学英语倾向于广

泛使用非谓语动词#其中包括动词不定式)分词和动名词(如

=CBCK<7F

#

K<GRCB

N

6OFK

I

JCBOMG<G+K+8BG8GJ

3N

KCG8+R9G7K

KC

I

GJLCJ676

I

CJK+8KR7C9C

3

7M+9

I

JCMGFFGF

$为了做到这一点#身

体必须产生热量和足够的能量#使其能够运行重要的生物过

程&

*

@

+

(在这个句子中出现了
5

个不定式结构!

KCBCK<7F

#

KC

G8+R9G7KKC

I

GJLCJ6

分别作目的状语和宾语补足语(

>8K<G

CK<GJ<+8B

#

K<GFK76O9+K7C8M+OFGBR

N

Q7

3

CJCOF+MK7Q7K

N

M+8RG

COKFKJ7

II

GBR

N

K<G78MJG+FGBP+FKG

I

JCBOMGBR

N

K<+K+MK7Q7K

N

$另

一面#由激烈活动所产生的兴奋作用也会被其本身所产生的持

续增加的消耗抑制住&(该句中
M+OFGB

和
I

JCBOMGB

都是过去

分词作后置定语(这些非谓语动词的穿插使用既清楚正确地

反映了前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又避免了不必要的主从复合

句结构#使句子显得精练(

A#A

!

医学英语中大量使用长句和从句
!

长句和从句的使用在

论证上起到连接信息和强调信息的作用*

%

+

(如
cGRG97GQG

K<GFG8GPL78B78

3

FC8+MO

I

O8MKOJG+8B<

NI

GJKG8F7C8P799<G9

I

GBOM+KGRCK< cGFKGJ8+8B+9KGJ8+K7QG 6GB7M+9

I

J+MK7K7C8GJF

P<79GG8MCOJ+

3

78

3

B7+9C

3

C8BGQG9C

I

78

3

78KG

3

J+K7QGKJG+K6G8K

FC9OK7C8F

$我们相信这些针灸和高血压的新的研究结果将有助

于让西方医生与替代疗法的医生们受到启示#同时促进对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讨论&

*

@

+

(在这个长句中既有宾语从句又有分词

结构(

'PC6+8P<CKO8GF78KC<GJRCB

N

P799BJ784P<+KF<G

8GGBF78

I

JG

3

8+8M

N

#

ROKF<G6+

N

LCJ

3

GKC8+ROF

N

CJFKJGFFLO9

B+

N

$怀孕时#孕妇在身体放松的情况下会饮用所需的水分#而

在繁忙或压力很大时却会忘记&(该句虽不长但却使用了
!

个

并列句)

"

个从句#即
P<C

引导的定语从句)

P<+K

引导的宾语

从句以及
ROK

引导的并列句(

A#B

!

广泛使用被动语态
!

医学文章侧重叙事推理#强调客观

准确#第一)二人称使用过多#会造成主观臆断的印象(因此尽

量使用第三人称叙述#采用被动语态%被动结构更能突出要论

证)说明的对象#把其放在句子主语的地位能吸引人的注意%加

之在很多情况下被动结构比主动结构更简短(如
'9K<CO

3

<

6CB7L7GB

#

I

JCKG78)F

I

+J78

3

L+FKF+JGMC8F7BGJGB+JG+FC8+R9

N

F+LG

P+

N

LCJK<GB+8

3

GJCOF9

N

CRGFGKC

S

O7M49

N

RJ78

3

BCP8K<G7J

PG7

3

<K

#

K<7F+

II

JC+M<7F8C9C8

3

GJL+QCJGBR

N

6CFKBCMKCJFBOG

KCK<G+RJO

I

KJGRCO8BK<+K+96CFK78Q+J7+R9

N

CMMOJFP<G8K<G

I

+K7G8KJGFO6GFG+K78

3

$尽管经过改进以后蛋白质禁食被视为

是一种为过度肥胖者迅速消除体质量的合理)安全的方法#但

现在大部分医生不再偏爱这种方法#因为一旦患者恢复进食#

体质量绝对会迅速反弹&

*

@

+

(

aCOJ97QGJ7FG89+J

3

GB+8BKG8BGJ

KCK<GKCOM<

$您的肝脏大#有触痛感&

*

:

+

(

B

!

结
!!

语

医学英语作为医学专业人员的工作语言和交流工具#在其

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已经在遣词造句)语法结构)语言逻辑)篇

章风格等许多方面与普通英语之间形成了很大差异(医学英

语是医学院校英语学科基础教育的后继教育#是主修医学者对

专业领域里的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因此掌握医学英语的特点

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个重要技能(在具备相关的医学背景

知识的基础上#把握医学英语的语言特点#才能取得良好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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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科学是临床医学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必修课#主要

研究牙体)牙周口腔黏膜及颌面软)硬组织的疾病#以及这些组

织的病变与全身疾病的关系#并对其进行预防和治疗的一门临

床学科(口腔科学是一门实践行较强的学科#技术含量高)操

作技能要求严#而在医学院校的教学对象是非口腔科专业五年

制本科学生#缺乏口腔相关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理论基础较

差(因此非口腔医学专业医学教育体系中#如何将口腔医学的

基本概念和相关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在一起#为学生提供从事疾

病预防)临床实践和社区卫生保健等不同医疗领域所必须的口

腔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是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

+

(

因此口腔科学课程体系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使口腔科学教学

在不同医学专业人才教育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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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临床教学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教学方

式)方法#进行启发式教学#强调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为中心#结合临床病例)设置问题#以调动教师和学生

的积极性%利用以病例为先导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思路#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完善的教学质量考核评

价体系显示#具有较好的效果#使口腔科学真正意义上融入临

床医学教育体系(

@

!

口腔科学的教育现状决定了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课程体系改革是医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它对医学人才的培

养模式有较大的作用和影响(口腔科学的课程体系改革应遵

循高校临床学科的普遍性即共性#又要根据口腔科学教育的特

殊性即个性#因此应从不同层面对现有口腔课程体系进行剖

析)改革(由于0口腔科学1教材的不断修订)口腔科学的自身

发展和课程时数的调整#如何修正完善教学设计)合理安排教

学内容#使学生尽可能地掌握口腔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需

要进行深入探索和仔细分析*

"

+

(本科在深入调查研究既往教

学实践基础上#认为口腔科学原有课程体系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和不足#主要体现在教材由医学院校口腔医学专业的专家编

写#虽然系统性较强#但对0口腔科学1在整个临床教学体系中

的教学目标和地位并不熟悉#与非口腔科学专业医学生的教学

实际还不相切合(从整个临床教学设置上#口腔科学作为临床

专科教学#处于临床基础教学和临床专业教学的衔接部分#在

教学设计中#本科对口腔科学的所有章节进行重排#分为口腔

内科和颌面外科两个教学模块单独授课#颌面外科与其他临床

学科联系较紧密#首先讲授颌面外科#学生容易理解#在教学中

,以典型病例为基础-的案例教学方式作为主要教学模式#有利

于增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使学生较快掌握口腔颌

面部解剖结构和主要疾病的诊疗%口腔内科专业性较强#与日

常卫生保健密切相关%在教学中 ,以问题为基础-的
.̀ ,

教学

方式作为主要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两种教学方

式相互结合可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5

+

(

A

!

明确口腔科学教学目标&加强教学目标定位

学生来源广泛#应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明确课

程目标#确立课程地位(提高学生对该领域浓厚兴趣是口腔科

学具体实施过程中确保教学质量的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首

先应明确学生的学习目的#找到共性问题(在教学中使学生了

解什么是口腔科学#口腔科学的重要性(教学目标伴随着社会

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以往大多数教师认为科学是一个知识体#

教学就是把这些知识全面地传授给学生#因而产生了注入式教

学法%而新的教学观认为教学除了传授基本的科学知识外#将

学生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学任务的首位(在课程设计)教案准备

和幻灯制作中不断强调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了解口腔

科学的重要性(口腔疾病与心血管疾病)肿瘤并称为人类发病

率最高的三大疾病之一#口腔疾病还同全身疾病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教学内容中#重点突出口腔科学与其他相关科学的内在

联系与相互关系#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了不同系统性疾症在口腔

临床表现#在课后思考题中增加了临床诊断中容易发生漏诊)

误诊的典型病例分析(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在典型病例讨论中

学习相应的医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内在

动力#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使学生各方面的潜能得以充

分发挥(在教学中确立课程地位#让学生们明确掌握口腔科学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特别强调口腔科常见疾病中预防保健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口腔预防保健是社会发展)人们健康水

平和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通过课程目标的调整#将教学

目标定位于培养实用型人才#即培养出具有一定的口腔专业基

础理论#在将来临床工作中能对口腔预防保健予以指导的专业

人才#从而提高学生对口腔科学学科的重视程度#端正学习态

度#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

+

#在这种教学目标的指导下#本科

针对不同学生专业的不同特点#定出以重视基础)重视能力)着

眼未来为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在确立和调整实用型人才应有

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精心组织课堂教学)改革讲授方式)同时

增设各类型专题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扎实

的专业基础知识#并加强实践性教学#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教

学方法#这样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能使学

生学到扎实熟练的技能技巧#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使学

生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也能不断学习提高(

B

!

根据不同施教对象推动教学的多要素体系建设

课程教学体系是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和教学

媒体构成的多要素体系(改变传统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是教学体系探索的指导思想(教学应从整体思

路出发#处理好教学中的整体与部分以及教学体系各要素之间

相互作用的关系#使教学系统的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教学

内容设置上本科作出以下调整!$

!

&针对学生专业方向调整授

课内容#重点突出学生感兴趣及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内容%$

"

&根

据口腔发展趋势及时补充新的知识)观点和理论#保证传授给

学生的是比较前沿的知识与理论%$

5

&根据讲授内容#及时引进

相关疑难病例讨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培

养其医学素养%$

2

&适当设计学生动手内容#让学生参与到教学

过程中来#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改变了以教师为中

心的授课模式#加强教学互动#如通过学生对流行网络词汇

,礮-进行联想来加强对无牙颌疾病的理解(通过计算机网络

扩展了教学环境#授课后向学生提出思考题及相关参考书目及

网站#通过多媒体和数字化现实模拟技术教学拓展了教学环

境*

Y

+

(完善学科资源建设#包括文本)图片)视频)声音和动画

资源建设#让学生形象的了解课件内容和相关重点问题#增强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性#与他们在课堂中就部分关键问

题共同展开讨论(充分发挥教学体系的整体功能#将教学活动

拓展到课堂以外#设立网络课程#制作了相应课程视频#建立了

虚拟教室#完善课程信息设置#为学生学习起到良好的导向作

用#从教学内容中分离出知识点#指导学生自主复习(充分利

用多媒体技术以实现文字)图片)动态图像和声音的全方位互

动#授课时本科增加了对学科重点和难点内容的复习#通过多

媒体使部分抽象的理论内容形象化#同时又坚持发展学生的个

性思维能力#通过自主性学习#解决在实际学习过程中的具体

问题*

@

+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对讲授口腔科学的优势和困难进

行了分析#针对学生的来源和他们专业背景知识的特点#本着

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原则#尝试运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不仅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了学习该门课程的难度#而且大大

改善了教学效果(

C

!

课程体系改革的关键在于强化教学质量

针对口腔科学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进行探析#促进医学教

学工作向科学化转变(课程设计从教学的科学规律出发#把对

教学问题的确定)分析以及解决方法的设计#乃至评价和修改

等一系列教学设计的内容和程序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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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设计使医学教学由经验型转入科学化的轨道*

%

+

(其

中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制度保

障#如何评价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也是口腔科学课程体系建设

和改革的重要目标*

:

+

(作者认为评价教学效果包括!制订评价

的标准)选择评价的方法及实施评价(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建立

了科学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估和宏观监测机制#建立了教学督

导)实验)实习检查等规章制度#建立了教研室)督导组和学生

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课堂评估和网上评估体制#通过不同评价

可以将教学效果优劣的信息反馈给各有关环节#从而修正与改

善教学设计方案(在具体操作上所有授课教师在课前都经过

反复试讲#并且达到脱稿讲授#严格审查教案讲义#由多名专家

教授进行综合评估#优秀后方可进行授课%课中设立检查组随

时进行抽查#了解实际教学效果及课件实际执行程度%对部分

讲课内容进行录象#有助于进行评估与鉴定#总结经验#改善教

学质量(为进一步强化教学质量#评价活动主要包括几个方

面!$

!

&课前相关课程的预备和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即时评价(

评价教师对教学活动的重视程度和准备情况#包括教案的准

备)幻灯的准备及对教学课程的熟悉程度($

"

&在教学过程中

评价教师对学生的情绪)行为的调动与控制#这是教师调控课

堂教学的重要手段(评价包括学生学习态度)学习体验和学习

效果等方面($

5

&课后教学评价的设计(采用教学评价标准开

展教师自我评价和教学质量考核#通过评价发现问题#反馈调

控#总结经验(及时了解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得出正确的归因(

$

2

&教学阶段结束后#通过学生的考试质量对教学质量进行评

估(及时总结教学的心得体会#根据现代课堂教学的要求#审

视教学思想)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写出相关阶段教学小结(

总之#针对目前的教育现状#本科着重从口腔专业基本理

论和知识点入手#明确课程目标#确立课程地位#改革课程体

系#更新课程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还将在认真总结现

有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教育体系改革要求#不断探索)改革)

创新(使口腔科学的教学既符合学科间相互联系和内在逻辑

关系#也符合非口腔专业医学人才成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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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类)喹诺酮类抗生素呈多重耐药性#对第
!

代头孢菌素头孢

唑啉的耐药率达
!$$A

#对头孢曲松及头孢吡肟的耐药率也达

%$A

以上#可能与
5

)

2

代头孢菌素的过度使用有关#同时病例

资料显示#很多患者属于二次感染或混合感染#在感染鲍氏不

动杆菌前有过球菌的感染史#先前的不合理用药也是导至其耐

药率增高的重要原因(提示临床选用抗菌药物时应严格掌握

用药指征#避免同一类药物大量广泛使用#减少抗生素选择性

压力的发生(

总之#提高对鲍氏不动杆菌感染及暴发流行的认识#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同时#还要严格执行医院的消毒)隔离制度等#

尽可能减少耐药现象的产生和控制耐药株的传播(对耐碳青

霉烯鲍氏不动杆菌感染时宜选用多黏菌素*

:

+或两种抗菌药物

联合治疗#并加强环境监测#强化医护人员的无菌观念#可有效

控制耐碳青霉烯鲍氏不动杆菌的感染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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