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长句与复合句，整篇文章中充斥着短句与简单句，行文缺少

变化，显得苍白乏力。例如：英语（Ｔｈｅ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ｗａｔｅｒ，ａｉｒｏｒ

ｏｔｈｅｒｍｅｄｉａ，ｗｈｉｃｈ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ａｋｅ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ｄｙ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ｎｕｍｂｅｒ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ｗｈ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ｔｈｏｓｅ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ｂｙ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ａｒｅｌｅｓ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

ｏｐｅｎａｉｒｔｈａｎ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ｖｅｒ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ｉｎｄｏｏｒｓ）；汉语

（用水、空气或其他介质加以稀释，可以使吸入体内的致病细菌

的数目减少到能引起传染的最低值以下。这就说明为什么传

染病，尤其是那些经呼吸道而入的传染病其可传染的可能性在

户外比在挤满人群的室内要小）。在这一例句中，英文采用了

从句的方式、介词短语、分词短语组成的长句表达；而汉语采用

的是简单句。

８　英语重短语，汉语轻短语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英语的句法单位的基本主体是短

语或词汇；而汉语更偏重以单词为其基本的句法成分。因此，

英语中短语比比皆是，且千变万化；汉语则无分词短语及不定

式短语，介词短语的使用也较为鲜见，其短语用法十分有限。

例如：英语（Ｔｈｅｎｕｒｓｅｈａｓｅｉｇｈ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ｏｌｏｏｋａｆｔｅｒ）；汉语

（这个护士要照顾８个患者）。上述例句中，“ｔｏｌｏｏｋａｆｔｅｒ”为不

定式短语修饰“ｅｉｇｈ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而汉语中，没有用到短语。

９　英语重时态，汉语轻时态

从语法角度来看，英语动词的时体显得极为丰富，英语中

有１６种时态。而汉语动词除外“着”、“了”、“过”的若干用法与

英语的进行时、完成时或过去时相对，无其他能与英语对应的

时态方式。例如：英语（Ｍｒ．Ｗａｎｇｈａｖ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ｈ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３ｈｏｕｒｓ）；汉语（王医生给患者做了３ｈ的手术）。

医学生在进行医学英语论文的写作时，往往不注重这种区别，

从而犯了一些不该犯的低级语法、句法错误等。

１０　英语重形态，汉语轻形态

如果把英、汉语的形态结构进行比较，人们会发现英语是

一种更为形式化的语言，它注重形式的变化。就语法范畴而

言，英语代词（名词）可有性、数或格的变化，动词有时、体、态、

式等的形态变化等；就构词而言，英语许多词都有供识别的形

态标记，如形容词有ａｂｌｅ、ｆｕｌ、ｌｉｖｅ等后缀，名词有ｎｅｓｓ、ａｌ、

ｔｉｏｎ、ｍｅｎｔ等后缀；而汉语除有时在名词后加“们”表示其复数

意义外，其他词一般很少或没有形态标记，也缺乏形态变化。

在英语写作时，医学生常忽略了这方面的差异，而不善于应用

英语中的词缀变化及代词进行遣词造句，从而导致句式单一，

缺少灵活性。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了英、汉表达方式的差异对医学英语

论文写作的影响，旨在探讨如何指导医学生有效地进行英语写

作。目前医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往往出现重点不突出、结构混

乱、表达不地道等问题，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对中、英文表达

方式差异的了解不够透彻，且未加以重视。因此，在医学英语

论文写作过程中，养成阅读英文文献，经常实践的习惯，就一定

能在英语写作方面取得有效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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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岗位和执业资格对接的临床护理教学改革探讨

钟正伟，徐　华，黄　莹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系，贵州遵义５６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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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进一步促进高等职业学校办出特色，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以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明晰人才培养目

标，深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职业教育要与行业（企业）共同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专

业与行业（企业）岗位对接，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

执业资格实行无缝对接。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学校各级领导

高度重视专业建设工作，护理专业是我校重点建设专业，建立

以培养“职业能力、职业素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势在必行。学

校领导及全体师生高度重视，对我校临床护理课程进行了教学

改革。现就教学改革情况汇总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护理专业２００９级学生为实验组，共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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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男２５名，女４７８名；２００８级学生设为对照组，共５１３

名，其中，男３２名，女４８１名；两组学生年龄均在１９～２２岁，均

为正规大专录取学生，录取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

１．２　课程设置教学改革

１．２．１　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结合新护考大纲进行临床

护理课程设置　学校首先成立了由１０名护理临床专家和本

系１０名护理教学专家组成的护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行业

专家们是来自于实习医院临床护理的业务院长、副院长、护理

部主任，参与我系护理专业课程设置和对我系教学的各个环节

进行指导。委员们首先对护理专业人才需求进行分析，按照学

生未来职业岗位群的需要，进行典型的岗位能力分析，进而设

置课程［１］。课程设置紧扣专业培养目标，突出高职高专护理教

育的特点［２］，要求对医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更偏向于知识原理的

运用，即具有宽泛性、实用性和开放性，不要求学生在医学基础

的某个学科领域具有英才能力，因而医学基础课的开设应以

“够用、适用”为度，不必去追求医学基础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要从根本上摆脱学科的束缚。结合护士执业考试大纲经充

分讨论后，专业课课程设置修订如下：将《传染病护理学》修订

为必修课，《五官科护理学》修订为选修课。增开专业基础课

《护理伦理学》、专业课《精神病护理学》、《老年病护理学》等选

修课。将《医学遗传学》、《护理心理学》、《护理学导论》调整为

专业基础课。毕业考试与执业资格考试对接，按资格考试的要

求进行专业实务、实践能力的模拟考试作为毕业考试。

１．２．２　整合、优化教学内容，制订课程标准　课程体系的核心

是课程建设，课程改革促进了课程建设［３］。为了避免课程间的

彼此孤立造成重复的课程设置，专业建设委员会结合执业护士

考试大纲对不同学科间相同的教学内容的教学范畴进行学科

界定，避免不同学科相同教学内容和同一学科不同的教学内容

甚至不同教学要求的混乱局面，并制订课程标准。如门脉高压

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护理归内科护理教研室讲授，甲亢的外

科治疗、消化性溃疡的围术期护理、急性肾衰患者的护理等归

外科教研室讲授，外科增加讲授急性肾衰患者的护理、毒蛇咬

伤患者的护理、骨质疏松患者护理、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教学

内容。随着现代护理模式的转变，要求当代护士不仅要具备丰

富的生物医学科学知识，还要具有足够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这样才能运用护理程序对患者实施身心整体护理已成为专家

们的共识。人文学科除《人际沟通》外，还有《护理礼仪》、《护理

心理》、《护理伦理》［４］等，人文教研室对课程进行整合，同时人

文知识还应渗透到各门学科中讲授。

１．３　课堂教学与护考接轨

１．３．１　树立护考理念　树立护考理念，就是在护理专业或行

业突出“双证”上岗的理念［５］。当学生步入临床护理课程学习

时，任课教师传达新的护考制度，使全体学生树立护考理念、领

会护考精神，特别介绍护考的命题方向及对临床护理课程提出

的教学要求，考试辅导教材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教

材，使学生从学习临床课程的第１天起就树立树立护考理念重

视护考，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６］。

１．３．２　融护考于日常教学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试题全部采用

选择题。试题题型采用包含临床背景的题型，主要使用 Ａ２型

题占６０％、Ａ３／Ａ４型题占２０％，逐步增加案例分析、多媒体试

题，辅以少量考查概念的 Ａ１型题，占２０％。每道试题以常见

临床任务为背景，运用所学知识完成某一特定的护理任务。为

了与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接轨，在日常教学中，以护理程序为框

架进行教学，教学中结合临床实践，采用演示法、病例教学法、

情景教学法、ＰＢＬ教学法、仿真训练、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方

法灵活运用，每堂课都指出护考高频考点。既活跃了课堂气

氛，又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激发了学生学习外科护理的浓厚

兴趣。

１．３．３　实习期间重视专科患者的护理　学生在临床实习期

间，杜绝护理就是打针、输液的片面现象，应加强专科患者的护

理。为此，临床护理还要求学生在实习期间，提交实习报告，真

实地介绍该院常见病患者的护理，每病报告１例，同时介绍医

院护理发展的新进展。我校大专学生分布在全省６０余所县级

以上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老师将实习报告进行汇总，真是“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教师了解临床护理的最新发展动态，大

大缩小了教学与临床的距离，解决了教学滞后临床的茅盾。

１．３．４　组织考前强化辅导　学生实习结束后，部分学生参加

了社会培训机构的培训，最后参加学校组织的执业资格考前辅

导，由资深教师对所学内容结合考试大纲进行精讲，对高频考

点进行点拨。同时进行模拟考试，模拟考试按资格考试的科目

及命题要求进行，作为学生考前的适应性训练，成绩作为毕业

成绩。

２　结　　果

本校２００９级学生５０３人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合格

４９８人，护士资格考试过关率为９９．０１％。２００８级５１３人参加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合格４９６人，过关率９６．６８％，２００９级护士

资格考试过关率比２００８级稳步提高。本校护理专业生源充足

（２０１１年 １ 次投档率高达 １００％）、报到 率 高 （２０１１ 年 达

８７．５％），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０％以上。

３　讨　　论

课程体系的构建与职业岗位对接，通过护理岗位能力的分

析，以完成具体工作任务所需知识、能力、情感态度来序化知

识，按照工作任务的相关性及职业能力分析所确定的课程内

容，选择和组织课程［７］，突出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以岗位需求为标准”的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８］。课程改革的

核心是课程建设，整合优化课程内容，制订相应的课程标准，突

出职业能力的培养。课程标准使授课教师教学有据可依、有章

可循，不同班级学生受到公平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是职业情

感、职业态度的教育，是医务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人文课

程渗透课程体系的始终，是当今职业教育的核心。

执业资格是从业人员的第一张入门券，树立护考理念，使

学生有考证的危机意识，有压力才有动力，才有明确的奋斗目

标。课程教学内容与护士执业资格对接，让学生熟悉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大纲，掌握临床护理课程学习的教学重点、难点，如护

理措施学习重点包括：体位安置、饮食护理、用药护理（首选药

物、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引流管护理等。掌握常见病的护理评

估要点，包括病因（主要的、诱因）、临床表现（早期的、典型的、

主要的）、辅助检查（筛查的方法、确诊的方法、禁忌的检查）等。

治疗原则、病理生理则属于了解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护理教

学在临床情景下完成，使学生在提高职业能力、习得职业素养

的同时，取得执业资格。

护理岗位与执业资格无缝对接的课程体系改革，体现了现

代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是适应时代需要、体现护理专业特色

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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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在神经外科学临床实习中的应用与研究

周昌龙，贺学农△，夏小辉，张光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神经外科　４０２１６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５．０４９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５０６３３０２

　　我国的教育一直以传统的“输入式”教育为主导，教学中以

教师为中心，对学生实施教学。在神经外科的临床实习中，由

于神经外科涉及颅脑及神经解剖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病例常

较为复杂，学生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进而直接影响教学的效

率和学生的学习效果［１２］。多项研究表明，在神经外科学临床

实习中，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ＰＢＬ）对学生进行临床带教，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

加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协作等

多方面的能力［３５］。本院神经外科对２００８级临床专业学生采

用ＰＢＬ教学方法进行带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级临床专业在本院神经外科接受

临床实习教育的７０例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３５例学生。两组均设置组长和记录员，对两组学

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记录。两组学生均了解在神经外科实习的

基础知识。两组学生的年龄、性别及入学考试成绩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输入式”教学方式对学生实施

教学。具体实施为由神经外科带教老师根据大纲内容对学生

实施教学。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为教学为中心，采用传统的

“输入式”教学方法。

试验组采用ＰＢＬ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临床带教。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辅导教学。具体的实施

方案为：（１）课前准备。在课前，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根据具体

的实习大纲要求，反复探讨实习方案和教学内容。并在实习一

周前，将教学实施的计划和相关教学资料发放给学生，并且提

出教学的辅助问题，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准备，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以个人或者小组的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文献查阅等。

具体包括神经外科常见疾病的讲解和分析，如神经外科出现硬

膜下血肿常见的出血来源，颅骨骨折患者的紧急诊断和处理方

法，以及对颅脑基础解剖结构的复习和掌握等，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教师在课堂中提出的问题。（２）设计典型病例进行分

析。在课堂中，教师应选取典型的神经外科病例，带领学生进

行分析讨论。病例尽量选取能包含神经外科大量知识点，有疾

病相关临床症状的患者。在病例的介绍中，提供患者的主诉、

现病史、既往史、临床问诊的内容及各项检查和辅助检查的结

果，要求学生做出初步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要点，并进一步提出

相应的诊疗方案。（３）在病例讨论前，教师将准备的病例相关

资料分配给试验组组长。对所有学生进行分组，分为７个小

组，每组５个学生。学生对病例中的问题查阅资料和相互讨

论，并对相应的问题提出答案，以问题为线索，进行探讨，并进

行相应的准备。（４）由组长主持，每个小组在５ｍｉｎ内对病例

的特点及相关的辅助问题进行解答和分析。全组人员讨论问

题，最终由教师进行评定分析。整个课堂讨论过程中，以学生

自主思考为主导，教师做相应的指引。

１．３　观察指标　在教学结束后，对两组学生在神经外科实习

状况进行测评，比较分析两组学生神经外科的临床实习考试成

绩。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让两组学生对神经外科见习的教学

方式进行评价，并对评分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狓±狊来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两组学生神经外科

考试成绩的比较和两组学生神经外科见习问卷调查评分的比

较采用狋检验；两组学生对神经外科教学的满意度的比较采用

χ
２ 检验；当犘＜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学生神经外科临床实习考试成绩比较　在教学结束

后，对两组学生在神经外科实习状况进行测评，比较分析两组

学生神经外科的临床实习考试成绩，结果显示两组学生的理论

考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０．７１０，犘＝０．４８０）；但是试验

组学生的病例分析实习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狋＝１０．９４１，犘＝０．０００）。见表１。

２．２　两组学生神经外科见习的问卷调查评分　试验组学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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