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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情景教学法（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

始已经为英国的外语教学界所采用。这种方法基于认识的直

观原理、情感和认知活动相互作用的原理和思维科学的相似原

理，注重语言习得与说话时的社会环境的密切联系。

护理院校对英语教学中的情景教学法已有较多的研究［１］。

如在护理英语教学中采用的学生应用主题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Ｓ）法，即以学生为中心、以英语应用能力培养

为核心和以主题学习为重点［２］。还有基于任务的语言教学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ＢＬＴ）法，即任务型语言教学

法［３］。该教学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体现了护理英语教学

对学习者需求的重视，强调“情境”和学习环境的设计正好满足

了护理英语教学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要求。还有研究提出小

组报告教学法在护理英语授课中的运用，即教师指定题目，引

导学生收集资料、设计板书、制作教具或多媒体课件，采用小组

汇报的形式，向学生授课［４］。各种情景教学方法均显示能改善

目前护理英语教学现状，提高学生学习的学业成绩、兴趣、自信

心等。然而，教学测评没有跟上教学实施的改革［５６］。由于师

资欠缺、班额过大、课时过少等各种原因，护理院校英语教学测

试大多数仍旧局限在笔纸测试，不能与前述英语课堂教学改革

相匹配，也不能激励和引导学生提高职场英语表达能力［７９］。

本研究联合重庆地区３所医学院校，对高职护理专业医院情景

会话的教学测评实施改革，旨在探讨小组考核法对医护英语口

语教学实效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２０１２级３年制高职护理专业１７８名学生

为教学测试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医院英文情景会话教学之后进

行小组考核法。另外对同年级同学制同专业２００名学生实施

传统的笔纸测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教学资源　主教材选用江晓东，晏柳清，谢家鑫主编的

《医护英语入门教程（第２版）》。该教材的英文情景对话部分

涉及入院介绍、体格检查、术前护理、术后护理、交接班、给药、

健康教育、出院指导等１０个常见护理工作岗位的交流场景，涵

盖护理服务大致流程。除了教材文字材料之外，向学生提供配

套的音频和视频资料。

１．２．２　收集并分析资料　对英语口语测试已有研究进行收集

并分析各方案的优缺点。根据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英语基础

学力、护理英语课程的教学计划和课时安排等因素确定小组考

核法的测试内容、长度、难度。分析小组考核过程中影响信度

和区分度的各种因素。分析预测结果并调整测试方案。

１．２．３　讨论并制定小组考核办法　护理英语情景会话教学小

组考核内容为教材情景对话部分。鉴于各单元情景对话文本

的长度和难度均大致相当，各小组可以自行选定一个工作场

景。各小组测试时间为３ｍｉｎ。小组成员一般自行组合，自行

组合有困难的学生可在教师协助下组成小组。各小组角色（医

生、护士、患者等）由小组成员协商分配。每个角色在测试中应

该至少有该工作场景相关的５句以上完整的英文表达。测试

前教师将评分标准的内容向学生公布（表１）。本次测试满分

为４０分。为保证成绩客观和公正，小组考核时由承担过本课

程教学的全体老师同时担任评委，所有评分的平均数为该学生

的护理英语口语部分的最后得分。该成绩作为本学期护理英

语课程期末成绩的一部分，占学期期末总成绩的４０％。

１．２．４　实施小组考核的办法　由于该项测试耗时较多，１００

人左右的班级预计需４个学时完成。高职高专护理英语课程

一般开设１个学期，周学时为２个学时，总学时在３６个学时左

右。为不影响正常教学，该测试安排在期末课堂教学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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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自习时间进行。每班测试时间和地点提前１周通知学生。

小组先后顺序抽签决定，每班班干部协助老师进行测试。测试

完毕后统计成绩并向学生公布。

１．２．５　学生对小组考核法的评价　测试结束后教师向参加本

次小组测试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让学生对该考核办法进行评

价。除了用“是”或“不是”对若干封闭式问题进行回答之外，还

向学生征求改进小组测试法的建议。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７８份，

回收有效问卷１７８份，有效回收率１００％。

表１　　护理英语情景会话教学小组考核评分标准

内容 分值（分）

语音正确、语调标准、意群分解到位、重读轻读得体 １０

发音清晰洪亮、表达生动流畅、停顿较少 １０

相关护理工作场景的表达准确、完整 １０

神态自然大方、肢体语言得体 ５

小组成员语言表达分工合理、相互配合和衔接较好 ５

１．２．６　全国医护英语水平测试（ＭＥＴＳ）样题测试　实验班级

与对照班级均有部分学生参加了 ＭＥＴＳ样题测试，人数分别

为５８人和３１人。该测试包含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的测试，能

比较客观反映学生的医护英语综合能力［１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问卷调查结果采用描述性统计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学生对小组考核法的评价　学生对情景英语对话教学后

小组考核法的评价，见表２。学生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课堂教学侧重点要突出，要更加注重口语教学；平常的英语教

学应该因材施教，个别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提供更丰富的医

护英语口语学习资源；希望课堂上能有更多展现自我和锻炼口

语的机会等。

表２　　学生对情景英语对话教学后小组考核法

　　　的评价［狀（％），狀＝１７８］

评价内容 是 不是

该考核法比纸笔测试更具挑战性 １７０（９５．５） ８（４．５）

该考核方法能提高医护英语学习兴趣 １５９（８９．３）１９（１０．７）

该考核方法促进对未来职业的了解 １６９（９４．９） ９（５．１）

能提高职业场景跨文化交流能力 １７２（９６．６） ６（３．４）

促进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１５３（８６．０）２６（１４．０）

能够接受该考核方法 １６７（９３．８） １１（６．２）

２．２　实验班级与对照班级学习效果比较　实验班 ＭＥＴＳ单

项成绩和总成绩均优于对照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尤其是听说单项平均成绩，实验班高出对照班６０．４％，见表３。

表３　　实验班和对照班 ＭＥＴＳ成绩比较（狓±狊，分）

组别
听说部分

（３０分）

阅读部分

（５０分）

写作部分

（２０分）

总 成 绩

（１００分）

实验班 ２５．５±２．１０ ３４．５±３．１２ １５．６±２．３５ ７５．６±４．３０

对照班 １５．９±２．４１ ３１．１±２．３５ １３．４±１．９６ ６０．４±２．４０

狋／狋′ １９．５４３ ５．３１１ ４．４５２ ２１．４１３ａ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ａ：方差不齐。

２．３　实验班级学生在教学改革前后的学习效果比较　实验班

学生在本学期实施小组考核情景对话以后，学习效果提高明

显。通过学期成绩比较发现，实验班级学生本学期英语人均成

绩［（８２．８±７．５４）分］高于上学期［（７６．２±１１．３３）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高职护理英语情景会话教学中小组考核法的优点

３．１．１　促进护理专业学生在英语学习态度、观念和策略上发

生积极的转变。学生意识到学习英语目的不是“做题”而是“做

事”，学习英语的方式是“从做中学”［１１］。学生转变了过度重视

记忆英语语法和词汇、操练客观性选择练习题目的做法，把学

习的重点转移到职场英语语言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的切实改

进，力图使英语学习与职业相关能力提升有效结合。

３．１．２　显著提高护理英语课堂教学的实效，显著提高学生在

常见医护工作场景中的英文表达能力。完成这些小组考核方

法中的测试题目需要学生能听懂相关英语表达；能模仿同行、

患者及其家属用英语进行交际。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和测试，

学生初步具有用英语在国内涉外医疗机构或在域外护理工作

中进行基本表达的能力。

３．１．３　提升学生自信，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和交流能力，培养

学生团队意识，培养学生的职业荣誉感、责任感和认同感，学习

护理礼仪。

３．１．４　提高护理英语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该种测试

使教师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促使教师在教学重难点、教学资

源开发和教学方式等方面不断探索和革新，促进教与学的良性

互动。

３．２　高职护理英语情景会话教学中小组考核法的问题与不足

３．２．１　由于学生选择的情景对话难度系数不同、场景设计数

量过少、考核时间较短、学生在小组内分担角色的难度不一致、

评委老师的个人偏好等因素会影响分数的信度。

３．２．２　评分规则比较笼统，评分项目比较粗略，特别是对英语

口语表达的准确程度、流利程度和相关程度的要求还有待细化，

导致评分存在一定误差。后续研究应根据对测试过程和测试结

果进行分析，将护理英语情景会话小组考核法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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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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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ＭＴＩ）教育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对外经济、科技、文

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交流合作快速发展，对于应用型、实

战类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着力培养相关人才，自

２００７年起我国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ＭＴＩ），旨在培养具有专业口笔译能力的高端

复合型翻译人才。７年来，全国已有２０６所高等院校开设了

ＭＴＩ专业，各翻译硕士培养院校或单位参考了国务院学位办

在［２００７］７８号文中下发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

培养方案》，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但如何

将英语技能与专业特色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才培养与市场要

求接轨，更好地发展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更有针对性地为

社会各领域输送人才，是许多院校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ＭＴＩ这一新的应用型学科，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由新的

交流模式、市场需求和职业发展趋势产生，尤其在国家出台了

新申办硕士专业学位政策，即申办学校可不再必须具有学术性

硕士学位教育资格［１］，这将鼓励许多没有外国语言文学硕士学

位授予权的院校加入到 ＭＴＩ教育队伍中来，并且这些院校可

根据自身的特色专业特色和课程设置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培养

出高层次、有专业特色的应用型翻译硕士，为社会培养专业更

加对口的翻译人才。

２　医学院 ＭＴＩ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在发展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时，应首先紧紧围绕一个核

心和目标，即“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如何在 ＭＴＩ培养大潮

中清晰地把握方向，显示出自己特有的实力和专长是关键。目

前我国还尚未有医学院校招收 ＭＴＩ专业学生。在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实战演练等方面，从构想到具体实施，均处于摸索阶

段。作者通过浏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设立 ＭＴＩ的

第１批、第２批４０所院校的官方网站和使用各类搜索引擎，查

询国内外诸多院校 ＭＴＩ培养现状以及其详细培养策略和方

案，对比并分析了医学院校开设 ＭＴＩ优势和翻译产业的需求

状况，认为培养模式可实施“翻译基本功＋专业研究方向（医学

方向）”这一模型，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构建。

２．１　确立以 ＭＴＩ为平台培养医学翻译人才的目标　ＭＴＩ培

养的是语言服务行业①和产业所需的各方面人才［２］。“ＭＴＩ教

学理念是关注翻译行业需求和职业翻译从业者的素质培养，以

职业翻译从业者的标准为培养目标，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

职业翻译人才培养机制”［３］。因此，ＭＴＩ培养应紧密联系社会

实践活动与翻译产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建立与之相关的课程体

系与教学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职业素质，需以“服

务于跨语言交际领域内的专门岗位”为理念，旨在培养具有过

硬的口笔译技能、娴熟的译者能力、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和较

强的人文素养的翻译人才。医学院校具有明显的专业特色，可

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医学专业的特点，逐步发展一门将医学与翻

译学结合的交叉型新兴学科，既能推动我国医学教育的国际

化，又可满足市场对高级医学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培养其他

院校不能很好实现或无法实现的专业翻译人才，服务于如国际

性医学非政府组织、国际医院与医学院、医学文献和论文的翻

译与写作、国际会诊、医药类杂志编辑、医药相关国际学术会议

交流、医学英语教学等诸多相关领域。

２．２　优先录取有医学背景知识的学生　广泛的知识是高级翻

译人才必备的素质之一。国外许多院校如英国的巴斯大学、布

拉德福德大学；美国的加州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等在招

收 ＭＴＩ学生时，要求考生不仅具备相关语言的学士学位，同时

还需具备有经济、理工、医学或法律等其他学士学位。医学院

校开展的翻译硕士培养项目，将明确的特色专业方向以及相应

系统科学的课程作为支撑，因此为实现 ＭＴＩ教育与市场需求

的无缝隙对接、保障优秀的生源，在招生时，除了审核学生中英

双语理解和表达能力是否合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应考察

他们是否具有医学背景知识以及对基础医学英语词汇、阅读、

翻译和写作的掌握情况。

２．３　采用以双导师为基础的教学形式　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

自主性和教学的互动性，ＭＴＩ教学的授课形式可采用专职教

师课堂讲授、相互研讨、技能练习或模拟实战等多种方式进

行［１］。同时还可聘请或邀请医学期刊、出版社、医药公司、医疗

机构中具有实际翻译和交流工作经验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

员和专家为兼职教师参与教学、讲座或指导。此外，考虑到医

学院校的专业特色，教学应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和特

有的教学资源，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实验室或者医院临床实践

的翻译交流中，有机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要求学生在读

期间必须完成１０～１５万字以上的笔译实践或不少于１００ｈ的

口译实践。

２．４　设置医学与翻译学结合的交叉学科型课程　ＭＴＩ是具

有明确职业导向的专业学位，教学理念不同于传统的学术型翻

译硕士。作为技术的“专业翻译”不涉及文学翻译，它主要指的

是翻译作为一种职业，在特定的专门场合或环境中为不同语言

之间沟通进行的翻译工作，是一种基于特定客户的语言服务体

系［４］。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语言基础课之外，还需具备

技能性、实践性和职业性等特点。在课程内容上加大与医药类

专业知识的交叉和融合，开设与医学密切相关的实用性翻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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