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客观、全面的评价方法，它将于不久的将来应用于学生的考

评中，从而对本院学生临床能力的考评将会更为全面而客观。

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这改革能否获得学生的认同，并

使之能积极参与［４］，在运用该教学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几乎

全体学生都融入其中，真正成为了教学的主角。将情境教学法

应用到妇产科临床教学中，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临床工作中问

诊、检查、分析、处理、保健指导及医患沟通过程，使学生理解巩

固了先兆流产、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妊娠期及产褥期中常见的

特有疾病及合并症的表现、处理及保健指导的理论知识，同时

使学生对妇产科的新技术、新进展有了初步认识，更重要的是

让学生体会到医务人员的职责和要求，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

趣，锻炼了他们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学习了医

患沟通技巧，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达到了教学目的［８９］。

在情境教学带教中，教师不再是主体，而是引导者，他在具

有丰富的临床知识、充分的备课的同时，还应掌握学习气氛的

调动、引导等技巧，促进了教师在教学技巧及临床工作水平的

全面提高。在未来的教学中，本院将逐步把该教学方法推广到

阴道炎、盆腔炎性疾病等常见妇科疾病的临床见习教学中，甚

至应用到内、外、儿科常见疾病的临床教学中，当然要注重情景

病例库的建立、带教教师的培养、临床能力考核系统的完善等，

从而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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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为导向整合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教学内容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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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群疾病谱也有

所改变，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内容也应随之发生改变。

但以前对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知识的教学内容

主要根据全国临床医学教学大纲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纲

来进行教学［１］，没有结合区域特有的经济和环境情况所带来的

不同的疾病谱来选择常见病、多发病作为重点教学内容。而且

随着医改的进行，乡镇卫生院的职能也从以前重点承担临床工

作任务转向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综合提供预防、保健和基本

医疗等服务［２］。因此，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以需求为导向

整合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教学内容，突出临床专业的特色和应

用性［３］。笔者在总结以往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三峡

库区农村基层临床医生的问卷调查，从临床医生应掌握哪些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拥有哪些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角度出

发，试图构建新的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专业重点教学内容，用

于指导教师教学。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三峡库区乡镇卫生院３８６名临床医

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７９％的医生年龄在２６～４０岁，属于医

院骨干医生。

１．２　调查方法　根据农村基层特殊情况，采用德尔菲法确定

临床医学专业常见病、多发病，制定问卷调查表，先向被调查者

说明调查目的和要求，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发放问卷。为保

证资料的准确性和结果的真实性，以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调查

表，问卷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回收有效问卷３７０份，回收率为

９５．８５％ 。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录入数据，ＳＡＳ８．０进行

数据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调查结果　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是

农村基层医生诊疗的重点，通过对内、外、妇、儿等临床重点科

室常见病、多发病的调查，了解农村现就医需求，最终实现学生

培养与临床医学工作直接对接。本次调查结果如下：（１）呼吸

系统常见病排名为感冒（７３．２１％）
［４］、肺炎（５３．３４％）、慢性阻

塞性肺病（４１．２８％）、呼吸衰竭（４０．２６％）和肺癌（３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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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循环系统常见病排名为高血压（６１．２７％）、心力衰竭

（４２．３５％）、心绞痛（３１．４７％）、风湿性心脏瓣膜病（３０．８３％）、

心肌梗死（３０．２２％）。（３）消化系统常见疾病排名为慢性胃炎

（８０．１３％）、消化性溃疡（６３．７２％）、上消化道出血（４３．１１％）、

胰腺炎（３４．５４％）、慢性肝炎（３３．２１％）。（４）泌尿生殖系统常

见病排名为尿路感染（８７．８７％）、尿结石（６５．４７％）、慢性肾炎

（４１．４５％）、慢性肾衰竭（４０．６７％）。（５）血液系统常见病排名

为缺铁性贫血（５２．３６％）、血小板减少紫癜（４２．２１％）、白血病

（３２．２７％）。（６）内分泌系统常见病排名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６５．３５％）、糖尿病（５１．３８％）、低血糖（４２．２３％）、甲状腺炎

（３８．３７％）。（７）外科常见疾病排名为骨折（７４．３２％）、阑尾炎

（５４．７８％）、关节脱位（４３．２１％）、肠梗阻（３８．３５％）。（８）妇科

常见疾病排名为盆腔炎（７６．７７％）、流产（７０．３１％）、异位妊娠

（４１．２３％）、宫颈糜烂（４０．６８％）、痛经（３２．２１％）。（９）儿科常

见疾病排名为小儿感冒（８３．２７％）、小儿肺炎（６８．５６％）、小儿

惊厥（５７．２３％）、婴幼儿腹泻（５５．３１％）、急性肾小球肾炎

（３８．４７％）。（１０）危急症处理常见病排名为休克（６１．３４％）、农

药中毒（５９．３６％）、烧烫伤（４９．５８％）、食物中毒（４２．４５％）。

２．２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调查结果　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专

业学生就业主要面向农村基层乡镇卫生院。由于乡镇卫生院

是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枢纽，它在农村承担政府的卫生行政职

能，是农村疾病控制的中心，是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核心，是农

村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中心［４］。因此，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学

生除了要掌握基本的临床知识外，还应掌握相应的公共卫生服

务知识。

２．２．１　医院转诊服务能力
［５］
　排名为：各种损伤（工伤、交通

事故、房屋倒塌、烧烫伤等）伤情严重或较重者的转诊前处理

（５１．２８％）、各种急性中毒（毒物、毒气、毒品等）症状严重或者

较重者的转诊前处理（４８．５６％）、急慢性疾病的转诊前处理

（４７．２６％）、传染病患者的转诊前处理（３５．３７％）。

２．２．２　农村预防保健能力排名为：居民健康档案建立与管理

（７２．３１％）、预防接种（６８．２８％）、传染病防治（５８．７９％）、特殊

人群保健（５２．４６％）。

２．２．３　 农村健康教育能力排名为：健康教育服务规范

（６５．３４％）、常见传染病的健康教育（６０．４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的 健 康 教 育 （５５．８９％）、日 常 生 活 方 式 健 康 教 育

（５３．２８％）。

３　结　　论

为适应社会职业岗位群的需要，培养出既懂理论又会技术

操作的复合型人才，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专业教育应转变观

念，明确培养目标，以需求为导向，在教学制度、教学计划中突

出高职教育特色，力求理论学习“必需、够用”［６］。

通过本次调查结构发现，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中，外科常见

疾病排第一，其次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

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儿科疾病、妇科疾病。

这与城市常见病、多发病恶性肿瘤疾病排列第一的疾病顺序不

同。因此，针对高职高专类学生就业渠道主要面向农村、面向

基层、面向乡镇卫生院的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应该侧重外科常

见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的诊治。随着公共卫

生服务在基层的开展越来越受到重视，高职高专类临床教学也

应该重视预防医学、康复医学等教学内容。

本研究由于人、财、物等条件限制，对高职高专类临床医学

的教学内容调查不太全面，有待完善。作为三峡库区首次以需

求为导向对临床教学内容进行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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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影像设备的不断革新，检查技术的

日益进步，这些都要求当今医学影像学专业的学员需具备更加

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大型设备操作技能以及相当水平的教

学和科研方面的能力。为改变以往传统教学中填鸭式教学所

存在和带来的问题，本院影像专业实习教学工作逐步向自主学

习能力培养模式转化，进而开辟一条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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