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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国课程改革优先试点省份，江苏省的高考改革实

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自２００８年实施新的高考招

生制度以来，江苏省已经有三界毕业生进入本校学习，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许多积极成果已在学生身上体现，如学习的内在动

力、好奇心、求知欲、创新精神和意识更强，个性差异体现明显。

可以说，课程改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推进素质教育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深化高考改革增加了信心，提供了经验［１］。但

本校江苏籍学生也存在学科间基础知识不平衡等问题。作为

一名长期在一线从事基础医学教学工作的老师，从本校江苏籍

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探讨江苏课程改革对高等医学教育

影响，希望能为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完善考试评价

制度和高考招生考试方案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１　江苏籍学生在高等医科大学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２００８年以来，本校连续３年在江苏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

生共计８２人，学生覆盖了本校所有的专业。在教学中发现，每

年都有一部分进入本校的江苏籍学生在高中时将化学作为必

修测试科目，进入大学后，化学基础差，达不到学习大学化学所

需的基础要求，给老师授课都带来了不少困难。与其他同学比

较，他们的中学化学基础差，明显影响了医学化学的学习（见表

１），给自己后续课程的学习将会带来不少困难。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江苏省必修科目学业

水平测试等级与选修科目学业水平测试等级相差大，与全国高

考的化学水平差距大，达不到高等医学院校所需化学基础。二

是在选择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时存在投机性，学生为了追求高

考高分，更愿意选择相对易学的科目为选修测试科目。三是在

志愿填报、选择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时缺乏必要的引导。学生

缺少对高等教育的了解，不知道进入高校学习不同专业必须具

备哪些学科、何种程度的基础知识。

表１　　将高中化学作为必修测试科目的江苏籍学生与

　同队学生医学化学成绩比较（分）

学员
基础化学

平均成绩

有机化学

平均成绩

２００８级 临床专业（７９人） ８１ ７８

江苏籍学生（３人） ５４ ５０

２００９级 临床专业（１６２人） ８０ ７９

江苏籍学生（３人） ５６ ５３

２０１０级 临床专业（２１１人） ８１ ７１

江苏籍学生（４人） ５７ ５２

　　：仅指在高中将化学作为必修测试科目的江苏籍学生。

２　如何解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高等医科大学基础课程的影

响

作为高等医科大学，化学是学习生物学，医学和药学的基

础。化学主要研究物质分子的组成、结构和性质，生命现象是

成千上万个分子反应的宏观体现，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必

修的医学基础课程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现象。可见化学不

仅为医学生提供专业学习所必须的化学知识，更是为医学生提

供从分子水平认知生命现象，干预生命过程的能力。在高等医

学院校，往往要开设１～２个学年的化学课程，具体有：无机化

学、基础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药学专业还要开

设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等课程。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化学基

础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后续课程的学习，影响着学校培养目标的

达成，影响着学生毕业以后的从业素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高等医科大学化学的学习和教学带

来的影响，可能在其他学科和其他院校的相关专业也同样存

在。面对这一实际问题，改革高校招生制度，进一步深化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特别是中学学业水平测试科目的选择、考试评

价制度和招生制度的改革，加强高校和地方招办以及中学的配

合，显得十分必要。

２．１　深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　江苏省招生政策明确要求，招

生高校应根据国家和省定招生政策制定招生章程，并在考生填

报志愿前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中应明确对学业水平测试科

目的等级要求和录取办法。招生高校对考生学业水平测试成

绩提出相应的等级要求。但是本校的招生简章在面对来自全

国不同的高考方案时，仍然是一个方案。缺乏对就读医科大学

学生必备基础知识的明确要求，缺乏对江苏省学业水平测试科

目的针对性要求。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暴露出

招生制度缺乏灵活性，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明显滞后的问题［２３］。

高校招生是为了选拔有能力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因此，

针对本校招生遇到的问题，深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首先需要

从招生简章着手。高校招生简章的编写应有更多的来自一线

教师与专家的参与，特别是大学低年级基础课程老师的参与。

大学低年级基础课是建立在高中知识的基础上，并为大学高年

级后续课程做准备。低年级教师要上好课，必须不断关注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的现状和进展，他们更能分析和把握不同专业所

必须的高中基础知识，更能把握中学课改的现状。所以，要改

变现在完全由不在一线教学的高校招办老师决定招生的现状，

必须有更多一线教师参与，编写相应的招生简章，明确对专业

基础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把更适合进入大学相关专业学习

的学生招进高校，避免因学业水平测试科目的选择而带来的在

高校学习难度。

２．２　改进考试评价制度　高考是对学生所有学业的评价，是

高校选拔有基础和能力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依据。对高等学

校培养人才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性的功

能。关系到青年学子的前途和切身利益，关系到高等教育的质

量和基础教育的改革。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做出准确的评价，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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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高校招生工作负责，也是对学生的前途负责［４５］。目前，大

多数高校只能以各省市提供的高考成绩和相关的评价结果作

为选拔学生的依据，江苏省学生在填报本科院校志愿时，要求

必修测试科目必须达到Ｂ级及以上等级。但本校江苏籍中学

化学为必修测试科目的学生Ｂ级或以上等级的化学基础普遍

达不到大学学习的基础知识要求，而将化学作为选修测试科目

的江苏籍学生无基础知识障碍，说明针对报考医科大学的学生

来讲，需要将化学列为选修测试科目，或从实质上提高必修测

试科目的评价等级。

２．３　加强学业水平考试科目选择和志愿填报的政策指导和老

师引导　实行学业水平测试等考试评价制度，是为了促进高中

学生全面发展。因此，评价更加尊重学生，更加关注学生的个

性差异［６］。但是，据调查本校江苏籍学生在高中把化学作为必

修测试科目，主要原因是相对于政治、地理和生物３门课程，化

学更难，选择是为了高考获得好的录取分数条件，并不是根据

个人的兴趣和对将来发展的需要。而在填报志愿时，又未考虑

基础知识的储备，也缺乏必要的提醒和指导。要从根本上避免

学业水平考试科目选择和志愿填报的茫然性和投机性，需要强

化政策的指导，加强地方招办和老师的引导。首先，要有必须

的制度保证。很明显，必修测试科目具有扩展学生的知识面的

作用，而选修测试科目同时还具有为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提供更

扎实基础知识的功能。所以有必要从制度上明确，填报大学相

关专业必需的基础课程科目及水平，避免实行学业水平测试科

目选择的投机性。其次，要有地方招办的信息引导，通过招办

提供不同大学不同专业所必备基础知识的信息，引导学生根据

自身兴趣和志向选择必修测试科目和选修测试科目。第三，强

化中学老师的日常引导作用，通过老师对相关科目基础知识的

讲解，拓展其在专业和前沿领域的应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

内在动力，使学生对必修测试科目和选修测试科目选择更具主

观能动性，更符合自身兴趣和爱好，起到潜在的指导作用。

２．４　拓宽教师的培训渠道　将化学作为必修测试科目的江苏

籍学生在医科大学中所遇到的化学基础问题，反映出招生管理

人员和中学老师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够，无法适应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需要，急需培训、学习和提高的现状。因此，一方面要大

力培训高校和地方招生干部，使其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现

状和进展，了解高校相关专业必须的中学基础知识，使其能提

供针对性更强的招生信息，提供更充分的宣传和服务。另一方

面要大力拓展中学教师的培训渠道。中学教师基本来源于师

范大学，专业面窄，而后期进修提高，也多是围绕深化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要求再次回到师范大学进行的，很难在专业和领域

上拓宽，难以在医学、航空、材料等更广阔的领域激发学生兴

趣，更谈不上引导。所以，拓宽老师的培训渠道，到综合性大学

学习、考察或培训，有助于了解中学基础知识在更多专业领域

的应用，有助于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为今后发展所需

的学业选修科目［７９］。

３　总　　结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本着“先立后破，先实验后推广”的工作

方针，通过顶层设计、实验探索、全面推开三个重要工作阶段，

从点上实验到全面铺开，从政府行为到学校实践，必然经历艰

辛探索的历程。需要学生、家长和老师，需要中学、招办、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与配合。作者相信在实施的

过程中，不断发现并提出问题，通过多部门合作最终解决问题，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将会达成其提高国民素质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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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直属附属医院的出现为缓解医学教学资源紧张，增强学

生实践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些问题。

为了解非直属附属医院教学情况，对承担临床教学的教师和本

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对直属与非直属附属医院所教

学生成绩进行分析对比，找出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探析产生的

原因及解决对策，提升其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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