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下，在自行调研的基础上选择课题、完成实验设计方案、通过

实验答辩、确定实验项目、完成课题、撰写科研论文。这是一种

培养学生大胆进行科研设计、研究探索的开放式实验设计大

赛，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实践动手能

力，并成为融会与沟通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的桥梁。通过实验

设计大赛，进一步拓展了实验中心平台，充分发挥中心的人、

财、物的优势，调动广大教师、科研及实验室人员的积极性，利

用实验室、研究所的仪器设备、场地，组织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

彩的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开展实验设计大赛，建立大学生实验

教学创新平台，使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得到极大的提高，本中

心２０１１年在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上获得三等奖１项，在四川省

大学生挑战杯上获得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优

秀奖７项。２０１０在全国首届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大赛上

获得三等奖１项和优秀奖３项。通过实施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的创新实验教学模式，指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４５篇，

申报专利２项；指导学生完成探索实验设计２００余项，申报大

学生开放创新实验项目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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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案”，具有规范管理的特征。为了加强

实习教学的规范管理，医科大学临床实习阶段教学可以借鉴基

础教育阶段的“学案”形式，同时也应当体现大学教育的实践

性、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等特征。

１　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中“学案”的优点和特点

１．１　“学案”在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观察基础教育阶

段的教学，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案”教学已经逐渐让位给“学

案”（其中包括“教学案”和“导学案”等）方式，这种“学案”教学

方式已经成为教学环节中的主流。“学案”的基本结构包括学

习目标、内容要点、反馈练习，也包括一部分是教师设计的思考

问题，允许学生提出问题。“学案”的产生和使用，通常是由教

师课前精心吃透教材，把课堂教学的要义以问题的形式呈现给

学生，在课堂上由教师组织学生根据问题探究、合作、交流，教

师予以点拨、指导［１］。多数人认可学案教学，认为符合“学生主

体”的教学观，有益于“自主、合作、探究”的新课程需要，特别是

能够提高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

１．２　“学案”作用的特点是规范教学行为　在基础教育的课堂

教学中，“学案”教学的起点是规范教学行为。因为最初启用

“学案”教学的是一批薄弱学校，是以课堂学习材料（例如导学

稿、讲学稿、学案、预习稿、前置性学习、学习单等等）方式呈现

出来的，许多学校模仿导学案是看中其能迅速提高学习成绩的

神奇效果［２］。因为其规范教学的特点，也有教师反思，认为“学

案”的程式化限制了思维空间，甚至有放弃教学指导的“放羊”

现象，表现在课堂中教师努力启发、学生无动于衷，教师鼓励展

示、学生不敢上前，教师放开讨论、效果不尽理想［３］，和表现在

导学案越看越觉得就是一张开卷试题，有基础题，有问答题，还

有思考题，教师没有时间引导，也谈不上学生的想象和创造［４］。

２　从临床实习的特点看借鉴“学案”方式的必要性

２．１　大学实习教育部分环节加强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　大学

教育是以专业教学为主要内容的，除了专业基础，还鼓励学生

了解前沿研究成果，鼓励学生形成探索精神和独立的学习能

力，这是有别于基础教育的重要特点；因此，大学的教育应当有

宽松的学术氛围，有创造型的教师和创造型的学生，显然“学

案”强调的规范性与大学学习方式有区别。但是，大学实习教

育环节有特殊性，因为不同类型大学的培养目标区别、学制保

障不同、经费保障差异、协调机构各异是制约大学实习的主要

因素［５］，不排除大学教育的某些环节有借鉴“学案”方式的可能

性；特别在某些专业例如医学学科的实习教育，因为制度原因、

个人素质原因，甚至有社会原因等因素［６］，临床实习的特点决

定了更有加强教学规范的必要性。

２．２　临床实习借鉴“学案”实现规范化的原因　临床实习必须

有规范的要求，是因为：（１）具有进行医学理论和医学案例验证

的“实践性”特征。临床实习是医科学习最后一个环节，这一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是医科学生从理论向实践过渡、从学员向

医务工作者角色转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医科大学

在实习管理中通常侧重“管理文件”，即各种实习管理规定、大

纲等管理，缺乏对学生在实习阶段“学习方法”，特别是理论与

实践如何结合的有效指导。因此，施行面向临床实习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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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是实习规范化管理的重要补充。（２）临床实习具有“个

体性”特征。临床实习改变了大学生长期以来习惯的班级授课

制，形成个体分散学习状况；学生分散在不同的实习医院，学习

过程呈现“个体行为”的特征，需要实习环节“规范化”作辅助手

段。同时，临床实习还具有“多样性”特征，因此，需要加强规

范。目前中国所有五年制医学教育，通常是最后１年半或１年

在医院各科室轮转实习。实习的总体时间长而单位周期短，学

生在每个科室转科时间大约是３～４周，指导医师分散，管理难

度大；又因为医科学生考研比例大，大约８０％的学生参加研究

生入学考试，参考人数５０％的学生通过考试，另有１０％的学生

会选择不就业再考１年，其余未参加考试的学生未来也要参加

提高学位的考试，存在着医学本科生考研备考与临床实习同步

的矛盾，因此，学生备考严重挤占了大量的实习时间，导致医学

生的实习质量严重下降。（３）因为目前大学的医学实习教育管

理多侧重在规章制度，也有规范的知识传授教程［７］，只是缺乏

实习生“学案”类规范文件。

３　临床实习环节“学案”设计的基本要素

３．１　临床实习“学案”设计应当满足“规范性”要求　从“教案”

设计到“学案”设计的变化，就是从对教员提出要求，到向学员

提出要求。从临床实习“实践性”角度看，要求教员从学员“实

习规范”的角度提出要求；从临床实习“个体性”、“多样性”的特

征看，指导教师变换较多，难以满足一对一的指导，因此更需要

实习医院统一要求，设计“实习规范”的学案。（１）每一科的教

员都应当要求学员熟悉实习规则，例如让学员提交书写规范的

病历，简述问病史的技巧，列举主要症状表现等；让学员以实际

病例为依据，写出正常查体的手法和顺序，以及辅助检查的操

作。（２）临床实习是医科学生成为医生的课程，也就是从医学

理论到医疗实践的转变过程，有必要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要求，例如要求实习生简述实际病例诊断和治疗的医学原理，

也可以要求学员结合医学理论为实际病例作批注。（３）满足

“学案”自主、合作、探究的基本要求，设计学员之间相互交流的

环节，通过比较教员和学员的诊疗工作记录，选择性地提交自

己的记录，或共同推荐最佳纪录，达到比较和交流的作用。

３．２　临床实习“学案”设计也应当体现大学特征　医科大学的

学习，学术自由是魂［８］，即使在临床实习阶段，既需要规范，也

要体现学术自由这个特征。因此，临床实习的“学案”可以借鉴

“问题教学”的方式，或者由教员提出带有思考性的问题，或者

由学员提出自己在实习中发现的问题。例如，可以要求学员对

照以前学习过程中的医学理论和典型病例，撰写对照作业，或

者撰写实际病例的分析，既可以结合考研复习巩固以往的学习

知识，也可以发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培养自己的研究兴趣；或

者可以要求学生发现在临床实习中发现的复杂病情和多样的

医学理论之间的问题，因为实践中的病例不可能是单一因素导

致的，很可能带有多角度的因果关系，因此单一科目的医学理

论也许根本无法解释；还可以要求学员提出在实习阶段发现的

新问题，这些问题未必都有答案，也未必都能立即得到解决，但

是可以根据问题的价值加分，给学员思维的空间。

参考文献：

［１］ 陈广禄．“导学案”教学实践后的自我反思［Ｊ］．文教资料，

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８１１９．

［２］ 吴永军，关于．“导学案”的一些理性思考［Ｊ］．教育发展研

究，２０１１（２０）：６１０．

［３］ 徐建明．导学案课堂模式的几点思考［Ｊ］．思想政治课教

学，２０１１（１０）：４３４４．

［４］ 段丽华．别让导学案成为自主阅读的挡箭牌［Ｊ］．湖南教

育：中旬，２０１１（１２）：４３４４．

［５］ 周琴，刘燕红．美国“临床实践型教师教育”的教育实习模

式探析［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１０１４．

［６］ 宋朝晖．影响医科学生毕业实习质量因素的分析及对策

［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Ｓ１）：３３８

３４０．

［７］ 姚树坤，王更新，李瑞利．最新临床实习医师教程［Ｍ］．天

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 康翠萍，孙绵涛．学术自由：评价大学发展的一种新框架

［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６）：２３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２）

作者简介：秦博文（１９７４～），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护理英语教学、药理学教学研究。

·医学教育·

高职涉外护理专业护理课程双语教学模式研究

秦博文，陈荟洁，王海燕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河北承德０６７００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４．００４２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４１６６９０２

　　目前，由于发达国家护士的严重短缺，涉外护理专业已成

为中国各医护院校“时尚”专业。中国护理教育事业所面临的

挑战之一，就是能否使中国的护理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护理

教育水平相接轨，使中国的护士走出国门，或在国内能胜任外

籍病房工作的需要。为适应这个需求，近年来，中国医护院校

纷纷开展双语教学工作［１］。但是，由于教师与学生双层因素影

响，各学校对于双语教学模式、思路，各抒己见，问题诸多。本

文以分析全国高职院校双语教学现状作为基础工作，结合涉外

护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将美国护士认证考试（ＣＧＦＮＳ）重点内

容融入到教学中，旨在使学生毕业后能直接通过出国护士考

试，直接与国际接轨，从而运用和推广于高职涉外护理教学中。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级涉外护理专业１～４班，共２０６

人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可比性采用随机的方法进行分组，

１、２班１０２人为实验组，实施护理课程的双语教学；３、４班１０４

人为对照组，实施传统的教学。在进行本实验之前对两班同学

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智力水平、英语水平、护理英语水平等

方面进行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即两组同学

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收集资料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课题组成

员对国内开设涉外护理专业的８６所高职医护院校进行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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