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

!!

重庆市*一圈两翼+人民医院门诊医疗资源利用情况

区 域 诊疗总人次%万人' 医师日负担诊疗人次 日均门诊人次 门诊次均费用%元' 门诊次均药品费*元%

^

'+

%

小时经济圈
2)%'*) +'62 %+2+('(5 %)*':% 6)'+%

%

+('2%

'

渝东北
&5('(5 2'&: (%((':5 55'66 +*')5

%

+*'2)

'

渝东南
:6'+5 )':5 &*52'62 5:'2: )(':(

%

)5':2

'

合计
5*6'+& +':+ (&+:':6 %%:'(2 2)'(:

%

+2':%

'

表
)

!!

重庆市*一圈两翼+人民医院住院医疗资源利用情况

区域 出院人数%

$

'医师年负担人次%

$

'实际病床利用率%

^

'病床平均年周转%

$

'住院人均总费用%元' 住院人均药费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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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一圈两翼/地区高等医药卫生教育资源分布现状

高等医药卫生教育资源均集中分布于经济发达的.

%

小时经济

圈/内#两翼地区仅有
%

所高等医药学校%本科院校
&

所#专科

院校
%

所#中等职业学校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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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一圈两翼+地区医疗资源及高等医药卫生教育的弊

端与建议

重庆市医疗人力)物力资源均低于全国水平#这严重影响

了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改革的步伐#这也与其作为

西部直辖市及重庆统筹城乡医疗改革不相适应(大部分医疗

机构和医疗技术人员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的.

%

小时经济圈/(

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使医疗条件较差区域的患者到条件较

好的市级医院就诊#加剧该区域看病难的状况#而使医疗条件

较差的医疗机构被闲置*

:1(

+

(同时#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高等医药卫生教育发展的不均

衡*

5

+

(

高等医药教育需科学定位发展方向)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与

培养规模#注重专业学科建设与区域医疗事业发展相适应(建

议政府进行医疗投入时#根据医疗服务需求#合理布局#设置高

等医药卫生教育类学校(同时#科学规划医疗机构设施)人员

配备)设备配备等医疗资源#对于医疗资源配置相对充足的区

域#可通过医疗机构改革#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资源利

用率(高等医药卫生教育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及区域经济结

构调整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状况#调整专业与学科建设#着眼于

重庆区域医疗资源现状#加快培养适合从事基层社区医疗服务

的全科医师#为社区医疗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人力保

障#使之逐步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格局#从而达到

合理分流患者的目的#最终实现医疗服务的公平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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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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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学生

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565

年由美国学者
.$F1

F4J8

首创#目前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广泛应

用*

%

+

(它强调在学习中设置问题情境#通过组成学习团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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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让学生获得自主学习与协作解决问题的锻炼#不同

于传统模式中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

&1)

+

(近年来
S.O

教学

已在国内广泛应用#其中部分医学院校已在医学各学科全部或

部分内容的教学进行了尝试#

S.O

教学效果与传统教学模式

相比有明显提高*

+12

+

(本文旨在探讨
S.O

教学模式应用于生

物医学电子显微镜%电镜'教学的情况(

B

!

生物医学电镜技术教学的现状

电镜技术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已有近
:*

多年时间#其应

用范围已不再仅仅是形态学科&除组织胚胎学)人体解剖学外#

还涉及免疫)临床病理)遗传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本校从上

世纪
(*

年代初就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了选修课,电镜技术

与细胞超微结构基础-#电镜属于大型贵重精密仪器#学生不能

亲自操作#因此#电镜技术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比较抽象#难以理

解#这增加了细胞超微结构与超微病理改变教学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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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电镜技术部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医学生物理论知识缺

乏#对反差)分辨率)空放大等概念感到抽象(因此#探索新型

教学模式成了当务之急#作者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在电镜技

术部分的教学引入
S.O

模式#增加与学生的互动&二是应用现

代网络优势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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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教学模式在生物医学电镜技术教学中运用的构想

S.O

的教学特点在于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学习小组#以小

组为单位解决课程中涉及的问题(教师通常在课堂上设置问

题#学习小组为解决问题而搜集相关的知识#相互交流#不断深

入完善#从而实现自主学习的目的(学习小组汇总搜集的知

识#进行小组讨论以促进问题的解决&最后#学生对这一学习过

程进行自我评价#总结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体会#分析不足与

收获(在生物医学电镜技术中采用
S.O

教学#首先将学生进

行分组#

%2

人
%

组#每组安排
%

个小组长(教师作为实施教学

的主体#发挥引导的作用#在课堂中营造积极思维的氛围#传授

学习方法#帮助其建立电镜这门学科的知识框架#鼓励他们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实现课堂互动(这样不仅能加深

学生对电镜技术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学生知道为什么要那样

做#通过适当联系电镜在医学上的贡献#激发学生的兴趣(教

师课前提出问题#学生可通过网络和参考书寻找答案#这为今

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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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教学模式应用于生物医学电镜技术教学过程的基本

问题

生物医学电镜技术突出特点是与光学显微镜技术的区别(

因此#问题的提出应该落实到电镜与光学显微镜成像原理的区

别上(根据这一特点#提出了以下相关问题!%

%

'为什么要用电

子束替代可见光研制电镜#并由此引出以下相关问题!电子束

的特点)透射电镜和扫面电镜的成像原理等(%

&

'电镜的特点#

什么是分别率#分别率与放大倍数的关系等等(%

)

'透射电子

成像的基本要求(%

+

'怎样才能制备出极薄的样品#样品制备

要克服的困难(%

2

'为什么生物样品需要固定#固定的方法#不

同固定液的特点#针对不同观察的要求而使用不同的固定方法

和固定液(%

6

'怎样才能克服生物样品在电镜下无法形成反差

的特点#增强透射电镜超薄切片反差的方法#不同重金属盐的

特点及其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学生

较快地抓住学科的重点所在#明确学习目的#并做到主动学习)

积极思维(

E

!

S.O

教学模式的意义

S.O

教学作为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其

明显的优势!%

%

'学生通过对问题的解决拓宽了知识面#加强了

与教师的联系(在
S.O

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对问题的选择而

对学生学习能力发挥引领作用#激励学生思考并运用自己所学

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将其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

%

&

'学生的答案可能不是惟一的#同学之间还可能有争论#可以

训练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提高自我评价和评价

他人的能力(%

)

'根据电镜工作原理提出基本问题#将样品制

备和超微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

系(%

+

'促进教师更新知识结构(

S.O

教学要求教师不仅要

熟悉本专业的内容#还要了解电学)磁学和光学的相关知识&除

了解超微结构#还要掌握样品制备与超微结构的的关系#懂得

人工假象形成的原因(将
S.O

教学模式应用于生物医学电镜

技术教学将极大提高教与学效果(

F

!

可能出现问题及可行性分析

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已在多学科进行
S.O

教学的尝试#而

将
S.O

教学模式应用于生物医学电镜技术尚未见报道(就目

前其他相关课程开展情况来看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于解决(

%

%

'教学课时少与
S.O

教学费时存在矛盾(讲授一次
S.O

教

学几乎需要
&

倍以老师讲授为主的时间#因此#

S.O

教学难以

在所有课程全面开展(作者仅在电镜技术部分尝试
S.O

教

学#而超微结构与超微病理部分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

&

'从目前客观条件看#由于学生渴求获得前缘科学知识#选课

人数逐年增加#而教学场地小#限制了
S.O

教学的开展(

总之#

S.O

教学以指导与研究)讨论与交流)讲授与自学

结合的互动模式取代了简单的以课本)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将

学习与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融入课堂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积极

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活化了所学的知识#还激发了学

生对学习的兴趣#提高其创造性(由于受长期以来教学观念以

及教学场地的限制#如何在国内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更好地开展

S.O

教学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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