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形势，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以保证自我培养与社会发展同

步。这就需要重视并引导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其良好的

沟通能力、良好的行为习惯、良好的礼貌修养和较强的适应能

力［７］。学校应有计划地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开展科普活动，走进

中、小学校进行科技辅导，立足社区服务大众，通过社区科普活

动培养他们敢担当、善操作的素质，通过运用一技之长服务群

众，不断增强其人际交往能力，成为职场受欢迎的人。只有大

学生自身的创新热情被调动，才能保证科普者组织源源不断的

活力［８］。

２．２　重视培养医学大学生开展社会活动的创造性　科普志愿

者活动融“受教育、学知识、长才干、作贡献”于一体，要使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法制素质、专业能力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身体心理素质等得到有效锻炼与提高，活动的内容要与本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服务社会发展和经济建

设，为提高居民科学素质而努力［９］。在活动中要处理好“受教

育”与“作贡献”、感性认识与理性升华、突击性与经常化、学生

特长与社区需求等关系，使科普志愿者活动更加深入、持久、有

效地进行下去。

２．３　重视对医学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活动技能的培养　为进一

步提高科普志愿者的素质及工作水平，积极推进《科学素质纲

要》的贯彻落实，更好地开展医学科普工作，要加大举办医学大

学生科普志愿者培训的力度，通过对志愿者们进行《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科普法规等内容的学习，邀请临床专家

学者讲课等，提高医学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自身的知识水平、所

需的基本技能和相关科技素养，以及策划、组织科技活动的方

法、技巧等［１０］。

２．４　重视医学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管理制度建设，加大对相关

科普志愿者培训与参加活动的经费支持　以校团委、校学生会

名义成立大学生科普协会与科普组织，负责发展大学生科普志

愿者，为大学生科普志愿服务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大学

生科普志愿者骨干培训班以创新的互动形式，学习、实践、交流

相结合，发放旗帜、制作展牌、佩戴标识，让他们感到有作为。

同时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让大学生科普志愿者参与科普志

愿服务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让他们在丰富的实践中获得更

多对科普志愿服务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体会科普志愿服务的乐

趣和意义［１１］。同时建议市科协每年以专项经费投入的方式，

下拨专款，对科普志愿服务者的活动给予支持。

医学科普就是医学科学知识普及，是用各种方法将医学科

学知识传播到广大受众中去，其目的是帮助公众掌握相关的医

学科学知识，树立健康观念，采取健康生活方式［６］，提高公众的

医学素养和健康水平。使医学科普这项低投入、高产出、高效

益的卫生保健措施，在预防疾病、提升公民医学素养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１２］。

医学大学生科普志愿者创造性地采用了多种群众易于理

解和接受的方式传播医学科学方法、医学科学知识、科学思想

和科学精神。用各种方式将医学科学知识传播到广大群众中

去，帮助公众掌握相关的医学科学知识，树立健康观念，采取健

康生活方式。医学大学生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既

是社会医学科普活动的重要支点，也是社会医学科普工作的活

动源泉，如何更好组织动员广大医学大学生投身相关科普活

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破解，还期待更多的人把“志愿”当成一

种生活方式，做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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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医师的带领下接触病历、患者，并进行临床操作才能真

正理解与掌握。妇产科学临床实践形式繁多，各有利弊［１］。如

何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反馈意见不断进行改进，是值

得所有妇产科临床带教老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在此，针对作

者近年来在妇产科学临床实践教学中进行的尝试与思考提出

如下分析。

１　妇产科学临床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

妇产科学教学的特点就是重视临床诊疗过程与临床操作

技能的锻炼和培养。临床实践教学的目的包括［２］：（１）通过临

床实践教学将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打牢学生临床知识基

本功，为今后的临床工作岗位做准备；（２）采取形式多样的临床

实践教学，使枯燥难懂的基础理论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临床

实践，提高学生对“三基”知识的学习兴趣。此外，近年来学生

的出科调查显示，很多学生体会临床实践教学不仅提高了临床

专业知识，更可以锻炼其语言组织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医患

沟通能力，能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临床工作。

２　借助多种教学手段，巩固理论知识，锻炼动手能力

妇产科教学内容很多机制复杂，如正常分娩机制，四步触

诊法、骨盆测量等操作性内容抽象难懂，仅通过理论课上的语

言描述，学生常感觉无法理解，通过老师在模型上的演示，然后

学生亲自体会，最后再观看录像，可以一步步加深理解和记忆，

使他们对机制产生直观而深刻的理解。其次，利用各种教学模

型进行常规临床操作训练，既可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也可避免涉及患者隐私、减少医患纠纷，还可缓解患者人数

相对不足的矛盾［３４］。此外，利用仿真人模型行外骨盆测量、产

前检查、妇科检查、接产、双合诊等常规妇产科临床操作训练，

同时利用虚拟实验室平台等技术手段观摩一些妇产科检查操

作的视频动画，都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动手操作训练。通过

对本校近３年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回顾性调研，８２．４％的学生

反映模型示教或录像视频的引入可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对

巩固记忆有很大帮助，８６．１％的学生表示仿真模型的运用明显

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

３　利用情景模拟及角色扮演等多种手段，提高学生医患沟通

处理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学生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反应能力、沟通能力和

表达能力的培养，避免和合理应对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是除

了专业知识学习之外非常重要的培养环节［５］。妇产科诊疗过

程常涉及患者隐私，尤其是男同学在学习中参与诊疗检查过程

常会引起患者或家属的强烈抵触，还可能影响学生学习妇产科

知识的积极性和信心，这些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妇产科教学的实

施。通过情景模拟或角色扮演，既能加深学生对疾病的理解，

还可以提高学生语言概括和交流沟通能力，增强学生在今后妇

产科临床工作中与患者及家属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和信心。

超过９５．８％的学生表示，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模式的运用，能

够帮助他们在面对患者时缓解恐慌或紧张情绪；７０．４％学生认

为可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也有２３．５％

的学生认为情景设计过于模式化和理想化，仍需要更多的真实

的临床实践才能够沉着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

４　尝试在临床实习阶段进行ＰＢＬ教学，提高在学生医疗工作

中的综合分析能力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走入真正医疗工作前必须经历的临床

学习阶段，也是解决示教、视频、角色扮演等虚拟的临床实践所

带来不足和问题的根本手段［６７］。在近年来的妇产科临床实习

教学中作者也尝试引进了ＰＢＬ教学的一些模式和手段，取得

了一定效果。ＰＢＬ教学注重贯穿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潜力，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８９］。在妇产科临床带教中引入ＰＢＬ教学的模式，以子

宫内膜异位症、不明原因自发性流产等妇产科常见疾病或疑难

疾病临床病例为对象，设置问题，由学生通过网络、文献等多种

手段寻找答案，并针对问题和答案展开辩论，通过２年左右的

尝试，作者发现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语言概

括能力均得到很大的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也明显增强。

５　注重双语教学在妇产科实习中的应用，提高学生英文能力

实习阶段是学生与患者、疾病和药物直接接触的阶段，如

能不断将妇产科常见疾病、药物、常规检查方法等医学专业英

语向学生强化，通过在查房、讨论、ＰＢＬ等场合不断重复，将使

很多难懂、难记的专业词汇快速融会贯通，将达到事半功倍的

学习效果。此外，很多学生毕业后会参加研究生考试，这个阶

段的英文培训，对其参加入学考试或出国深造都将带来积极的

帮助。因此，每年实习教学组均会对所有实习带教的老师进行

培训，要求不仅应重视学生妇产科常见疾病、常规操作的培养，

还应注重对学生专业英语的培养。这样不但对学生学习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带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妇产科

和医院也通过定期组织英文口语培训、双语教学交流会、全英

文教学试讲等活动，督促带教老师的英文学习，而这些手段的

实施对加大力度督促教员自己的进步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

意义。

综上所述，妇产科学临床实践教学是妇产科学教学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妇产科学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紧密

结合，注重传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对学生临床操作技

能、临床交流沟通和综合分析和专业英语等多方面能力的全面

培养，才能更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对妇产科学习的兴趣和积极

性，锻炼学生的临床实际工作能力，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为培

养合格的妇产科医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１］ 丁秀萍，李小平．妇产科学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２，２０（３）：６３５６３７．

［２］ 蔡东红，张颖，邓敏，等．妇产科学临床教学模式的改革与

实践［Ｊ］．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１，４９（１６）：１５５１５７．

［３］ 王秋红．妇产科临床教学中临床思维培养与实践［Ｊ］．中

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２，４（１）：１１１．

［４］ 李琳碧，张鸿青，黄雅．妇产科临床实习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分析与措施［Ｊ］．中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３，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

［５］ 王焕英，张军，李培瞡．妇产科临床技能教学中的问题分

析与对策［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３，２１（１）：１７２１７４．

［６］ 谯建，赵纯全，高丽波．多元化教学方法在妇产科学示教

课中的应用［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１，１９（１）：１８２１８４．

［７］ 文金莲，王香花．角色扮演法在妇产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Ｊ］．医学信息，２０１１，２４（７）：４０６９４０７０．

［８］ 张莉，闫素玲．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法在妇产科护理临床带

教中的实践与思考［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３，８（１）：２５８．

［９］ ＴｈｏｍａｓＪ，ＡｅｂｙＴ，Ｋａｍｉｋａｗａ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Ｊ］．Ｈａ

ｗａｉｉＭｅｄＪ，２００９，６８（１０）：２４６２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６３５２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４３卷第１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