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至少一期博士后工作)

@/;

*

'虽然近年来中国博士后工作也有

较大发展#但每年申请进站人员在毕业的博士生中所占比例仍

然偏低#这一现象在临床医学专业更为突出#究其原因#可以找

到诸多的客观因素#但在这背后#制度安排的限制也不容忽视!

$

!

&国家对博士后人员的待遇如奖金(住房(配偶安置等的规定

过于具体#这保障了博士后人员的生活待遇#但同时也限制了

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人员的热情'而在国外#国家仅在薪资水

平上做具体规定#博士后人员的招收则由教授主导)

<

*

#这就保

证了教授可以按照科研需要招收更多数量的博士后#而不需考

虑其他因素'$

"

&国外的博士后工作时间没有明确限制#依课

题完成情况而定#而中国明确规定博士后的在站时间一般为
"

年#这有悖于科学研究固有的规律性'此外#创新性研究均有

一个试错阶段#而
"

年时间显然太短#不利于博士后人员开展

具有一定风险的创新性研究'$

0

&中国博士后目前强调科研成

绩#具有较强的结果导向性)

?

*

'博士后人员的研究领域一般相

对独立#科学(客观地评价博士后人员科研成果比较困难#由此

论文也就几乎成为评价博士后工作的惟一指标#对医学领域而

言更是如此'而论文导向及职称评定等的需求客观上造成了

博士后人员难以对某一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创新性的研究#而

多选择易于快速发表文章的课题'因此#如何解决短期指标和

长期培养目标之间的矛盾#选择有效考评机制#是今后博士后

制度改革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

&博士后工作主要进行

科学研究#而医疗是临床医学专业的中心工作#这使得临床医

学博士后的培养与现实需求有偏差#而这一点也已成为应届临

床医学博士失去继续进行博士后工作热情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此#在培养模式上是否可考虑进行一些调整#使临床医学

博士后人员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也不放松临床医疗技术的

培养与提高#以适应出站后工作的要求'

目前临床医学博士后的培养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实

践中应不断总结(不断改进#力求建立起真正符合人才成长及

实际需要的临床医学博士后培养模式#以争取培养出更多能肩

负起提升中国临床医学水平的高质量博士后人员#也只有这

样#才能切实贯彻国家设立博士后制度的宗旨#实现国家.人才

强国/和.科技兴国/的两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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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八年制目标是培养具有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高

层次(高素质的临床和科研人才#对儿科临床实习提出了新的

要求#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

J

G6F7E5FL,E97ELG>:>

K

#

1Z8

&

是强调以问题为教学中心#强调学员自学为主体%而循证医

学则强调证据#即患儿的诊断和治疗的任何决策都需要有充

分的依据#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主动权全部交给学员#且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据可循#

有利于培养学员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完成从

.知识传授型/教学转向 .能够获得解决问题能力/的医学

教育'

?

!

八年制学员对儿科临床实习提出了新的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实行基础(临床(实习三阶

段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表现在中国的医学人才的基础知识(临床操

作技能虽然与发达国家比毫不逊色#却鲜有世界一流的医学科

研成果#包括诺贝尔医学奖华人迄今无缘折桂'究其原因#传

统的教学模式是一种被动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只能被动地接

受#没有主动学习的权利和积极性#培养出的学生缺乏主动摄

取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缺乏创新思维能

力'八年制医学教育是中国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并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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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学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而诞生的一种新学制#其目标是培养具

有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高层次(高素质的临床和科研人才)

!

*

'

本校八年制学员培养目标为培养有较强的临床工作能力#独立

的教学能力及临床科研能力的医学人才#势必需对当前的某些

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包括老师的风格(理念#学员见习(实习模式

等#特别是实习模式#其目的是培养具有辨证思维(循证思维及

创新思维能力的医学生'本校从
"%%$

年开始招收八年制临床

医学专业学员#目前该批学员已全部临床实习完毕'本校对以

前的实习模式进行了改革#把结合循证医学思维的
1Z8

引入

八年制儿科临床实习教学#激发了学员主动实习儿科学的积极

性#培养了学员的循证思维及创新思维能力#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

!

结合循证医学思维的
1Z8

新的教学模式在八年制儿科临

床实习中开展的必要性

1Z8

教学法是
"%

世纪
<%

年代#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ZLG/

G6P,

在加拿大的麦克玛斯特大学医学院试行一种新的教学模

式)

"

*

'这种教学模式改变过去老师.填鸭/式授课为主体#变为

学生利用网络(图书情报等现代科技手段#以自学为主体的教

学模式)

0

*

'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

核心/的现代教育思想内涵#是由过去的授之以.鱼/到授之以

.渔/的转变'全世界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在内的共有
<%

多家

医院采用了
1Z8

教学法#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全世界除了

许多医学院采用
1Z8

教学法外#在心理学(生理学(管理学(工

程学等教学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

*

'

而循证医学的哲学思想起源于
!;

世纪中叶#基本含义指

.审慎(明确(明智地应用现有最好临床研究证据对患者进行诊

治/'它主要通过对患者的管理#来实践循证医学)

?

*

#主要包括

三方面!$

!

&提出临床问题#即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

&决定所要

寻找的资料来源及检索方法#即如何发现证据%$

0

&评价所找到

证据的可靠性(正确性和适用性#以及如何有效用于解决临床

问题#即用这些证据做什么#从而使临床医疗决策更加科学化'

因此#循证医学强调证据#即任何决策都需要有充分的依据#而

这种证据需要主动去寻取#包括询问患儿病史(详细的查体(查

阅资料(检索文献等'

1Z8

方法强调以问题为教学中心#强调学员自学为主体#

儿科临床实习问题的关键是患儿的诊断和治疗%而循证医学则

强调证据#即患儿的诊断和治疗的任何决策都需要有充分的依

据#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

动权全部交给学员#让学员掌握学习方法#获得.渔/的能力#即

学员在发挥主观能动同时运用循证医学思维来解决临床实习

关键的问题即患儿的诊断和治疗#即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据可

循#这两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

*

'因此#结合循证医学思维的

1Z8

新的教学模式是拟改变以前的传统模式$学员收集病史

资料(写病历(老师查房(在老师指导下开医嘱&#旨在进行创新

思维的培养#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完成从.知识传授型/

教学转向.能够获得解决问题能力/的医学教育)

;/!%

*

#达到培养

八年制学员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临床能力目的'

A

!

结合循证医学思维的
1Z8

新的教学模式在八年制儿科临

床实习中开展的方法

儿科学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实用性很强的临床

学科#由于目前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学员对儿科学的实习重视

不够#实习儿科的积极性差#因此#提高八年制学员对儿科临床

实习的兴趣非常重要#同时八年制学员素质明显较高#他们普

遍思维活跃#基础好#对教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校把结合循

证医学思维的
1Z8

教学引入
"%%$

级八年制儿科实习过程中#

具体方法如下'

A#?

!

布置任务
!

在进入儿科临床实习前#由教学组长或教学

秘书对带教教员讲解
1Z8

教学方法及循证医学思维精髓#带

教教员由主治医师或高年资住院医师担任'

A#@

!

提出问题
!

每周一下午实习进行
1Z8

教学#要求所有学

员参加#由主管患儿的学员在教员的帮助下根据患儿的病史(

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儿童社区

获得性支气管肺炎患儿入院时选用抗生素的指针(种类(疗程

及经验用药的原则#要求学员在周三下午讨论解决问题的

方法'

A#A

!

指导学员找寻循证医学证据
!

按照解决的问题需要#指

导学员利用
:>AEG>A

网络(图书资料(参考书籍等查阅相关文

献#收集有关证据#指导学员把相关的信息应用到临床情景中

去#例如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分级评价证

据&#比较各种方法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如上述支气管肺炎的

抗生素使用问题#则需学员认真读阅收集最新的儿童社区获得

性肺炎管理指南$试行&$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呼吸学组&#并查

阅国外相关文献资料'

A#B

!

应用证据
!

周三下午进行#根据循证医学评价文献的原

则#由教学组长根据学员查阅资料的证据水平$

%

L

(

%

F

(

+

(

*

(

'

L

(

'

F

&及推荐等级$

-

X

(

-

f

(

Z

X

(

Z

f

(

(

(

R

&#评价文献资

料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从而引导学员用循证医学思维得出具体

结论和解决临床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举一反三在以后临床遇见

的类似问题中能进行分析和应用'

A#F

!

建立评估体系(检测教学效果
!

教研室建立完整的评价

体系#在一批学员出科时进行评价#包括评估和反馈两个方面#

最终检验这种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估和反馈包括学员与教员双

方对这种教学方法的评价'

B

!

教学效果

本次儿科临床实习教学的对象是
"%%$

级八年制临床医学

专业
0%

名学员#教学效果的判断采取针对学员及教员两方面

的评价#通过无记名方式对学员及教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这种教学方法较以往的学员机械地执行开医嘱(机械地

写病历的传统教学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

&提高了学员对

儿科临床实习的兴趣'结合循证医学思维的
1Z8

教学方法由

于加入了
1Z8

教学模式#要求每位学员参与讨论#每位学员都

可能是教员#提高了学员对儿科临床实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可以引导学员更好地主动学习好儿科基础知识#并把

这些知识运用到临床实习中去#改变了过去学员轻视儿科临床

实习的局面'$

"

&提高了学员的自学能力'体现在学员查找文

献(数据检索#并验证所获得的文献对儿科临床实习有无帮助#

并使知识面得到拓展'$

0

&提高了学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体现在学员自己能抓住疾病最主要的核心本质#能够自

己选择治疗疾病的最佳方案'$

$

&使学员具有循证思维模式思

考患儿的临床问题'这种循证思维模式可能潜移默化地在其

?"4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脑海里固定下来#可能对其以后从事临床工作产生深远的影

响'$

4

&结合循证医学思维的
1Z8

教学方法达到了教学相长

的作用'除了促进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对教

员的临床思维(处理问题能力及知识面的扩展也起到了促进

作用'

F

!

总
!!

结

结合循证医学思维的
1Z8

新的教学模式是把
1Z8

和循

证医学思维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目的是既传授给学生知

识#又传授给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培养了八年制学员学习儿

科学的兴趣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思维能力#有可能解

决八年制学员在学校各科考试中稳操胜券(但在疾病和患者面

前一筹莫展典型的.高分低能/问题#使八年制学员综合素质能

力得到提高#达到了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及较强临床能力的八

年制学员的目的'

参考文献"

)

!

* 黄文华#刘晓丹#夏欧东#等
#

强化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

高素质医学精英)

^

*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

版#

"%%?

#

;

$

0

&!

"?"/"?$#

)

"

*

*ID5:9AT'

#

)EG5EB7E>8

#

ML>9EG+67E>T.#86>

K

AEG5

EHHEIA,6H

J

G6F7E5/FL,E97ELG>:>

K

!

LI65

J

LG:,6>6HI65

J

E/

AE>I:E,LI

b

B:GE9F

CK

GL9BLAE,6HL

J

G6F7E5/FL,E9L>9L

I6>ME>A:6>L75E9:IL7,ID667

)

^

*

#+E9&9BI

#

"%%<

#

$%

$

<

&!

4<"/4<?#

)

0

* 曹春燕#王淑芳
#1Z8

111教育创新方法探讨)

^

*

#

现代教

育科学#

"%%<

$

!

&!

"</"@#

)

$

*

.DL55L,:AF66>3

#

*BQ6A

=

6(

#

T6PE77T

#

EAL7#1G6F7E5/

FL,E97ELG>:>

K

LAADETLGMLG9*ID6676HRE>AL7+E9:I:>E

!

,E7H/L,,E,,5E>A6H

J

EGH6G5L>IE:>

J

6,A96IA6GL7AGL:>:>

K

)

^

*

#̂RE>A&9BI

#

"%%?

#

?!

$

@

&!

!%@%/!%@;#

)

4

*

-FGLDL5NN

#

):>691

#

3L5LAD+'

#

EAL7#8ELG>:>

K

L

J

/

J

G6LIDE,6HB>9EG

K

GL9BLAE5E9:IL7,AB9E>A,A6

J

D

C

,:676

KC

:>L>6>/1Z8/L>9

J

LGA:L77

C

1Z8/6G:E>AE9IBGG:IB7B5

)

^

*

#

-9M1D

C

,:67&9BI

#

"%%@

#

0"

$

!

&!

04/0?#

)

<

*

*o-Z

#

1L,,6,N+

#

V>6-T

#

EAL7#.DEB,E6H5B7A:

J

7E

A667,H6GAELID:>

K

5E9:IL7F:6IDE5:,AG

C

)

^

*

#-9M1D

C

,:67

&9BI

#

"%%@

#

0"

$

!

&!

0@/$<#

)

?

* 卢红艳#李晖#童庆
#

循证医学在儿科临床实习带教中的

应用体会)

^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

$

!!

&!

!%%/!%!#

)

@

*

R:>QEM:ID&

#

+LGQ:>,6>-

#

-D,L>*

#

EAL7#&HHEIA6HL

FG:EH:>AEGME>A:6>6>EM:9E>IE/FL,E95E9:I:>E,Q:77,6H

J

E/

9:LAG:IGE,:9E>A,

)

^

*

#Z+(+E9&9BI

#

"%%<

#

<

$

!

&!

!/4#

)

;

* 顾洛
#

对俄克拉何马大学医学院医学教育的思考)

^

*

#

南

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

!$

$

$

&!

$!"/$!$#

)

!%

*凌保东
#

中美高等医学教育比较及思考)

^

*

#

中国高等医

学教育#

"%%?

$

?

&!

00/04#

$收稿日期!

"%!!/%4/%;

!

修回日期!

"%!!/%?/!"

&

!医学教育!

大学生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施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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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建立#对于学校能及时(准

确(全面地掌握教学动态和对学生自己学习条件(日常生活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密切师生联系(增强师生交流(提高教

学质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学校.以育人为本/和.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宗旨#实施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对加强

教(学(督三者的沟通#发挥学生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健全和完

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

*

'本校于
"%%?

年成立

学生教学信息中心#在学习和借鉴其他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基

础上#尤其重视大学生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建设#进行大胆实

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就学校建立大学生学生教学信息员

制度的目的(意义(作用(实施及成效进行总结与探讨'

?

!

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的目的&意义和作用

实施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能够及时掌握教学运行动态#反

馈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学生自身学习情况#充分

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建

立良好的教风和学风#从而为制订教学改革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大学生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是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监控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学生信息反馈制度有助于高校教学质

量的提高#有助于督促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有助于教学管

理部门提高管理效率'因此#在高校实行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

十分有意义'

实践证明#本校组织与实施中的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对

规范本校的日常教学管理(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促进学生

参与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

用)

"

*

'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以.服务/推动信息反馈工作顺利开展的具体实施方式#对学校

的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管理(条件#教师教学

态度(效果#实践教学环节#学生的学习情况(考试及招生就业

等环节进行微观监控#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意见和建议#实行学

生教学信息员制度为学校质量监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

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施现状

学生教学信息中心隶属教务处#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和管

理中的主体作用#吸收学生参与学校教学管理和制度建设#形

成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关心教学(支持教学的良好的局面#建立

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通过学生教学信息员及时了解教师的教

学(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教学管理部门的管理情况#并实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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