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教育&

!!

"QD

'

!4(;:':

&

T

(DCCM(!'6!?#;<#(&4!7(!!(4<:

卫生士官
;/

培训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罗勇军!周其全!罗
!

荣%

"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军事医学地理学教研室(高原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44;#

#

!!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I

!文章编号$

!

!'6!?#;<#

"

&4!7

#

!!?!7':?4&

!!

卫生士官承担了我军基层部队的主要卫生工作#他们是维

护基层部队官兵健康的主要基础力量!自
&4!&

年开始#预选

卫生士官的培养工作开始转由军医大学承担#这也赋予给军医

大学新的任务#怎么提高预选卫生士官的授课效果#更加充分

地利用军医大学优势资源来服务于部队#是广大预选卫生士官

教学人员需要新思考的问题!预选卫生士官的培养工作开始

转由军医大学院校承担#更加有利于培养卫生士官岗位任职需

求#进一步保障官兵平战时健康#增强基层部队战斗力(

!?&

)

!

中国高原面积广阔#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新疆"四川"云

南等地!在高原地区#主要与印度存在着边境争议#累计
!&

余

平方万公里(

;?7

)

#学兵将来的主要任职目标就是为提高军事斗

争的卫勤保障能力"打赢未来高原地区局部战争服务#为降低

大规模人群急进高原时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提高移居高原人

群在高原地区的劳动能力服务!本校将提高学兵的高原病救

治能力作为培训主要目标(

'?#

)

!第三军医大学军事医学地理学

教研室#在学兵中自
&4!&

年开始开展-高原病防治.相关课程#

重点介绍高原常见病"高原特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预

防#合计
&4

学时#逐步在-高原病防治.的教学过程中摸索建立

了+训用一体,的
P

H>NLDNF?

P

HQBGF$?

P

H>NLDNF

$

;/

%培训模式!

!

!

#/

培训模式的产生背景

预选卫生士官全部为部队现役战士#年龄差距大#通常在

!#

!

&7

岁*文化基础差#

#4=

学兵只有初"高中学历*因而在预

选卫生士官的教学过程中#暴露出学兵学习兴趣不浓#知识接

受慢等问题(

:

)

!为此#在预选卫生士官的教学中逐步树立脱离

以科学为中心#建立以实践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克服训&用脱节

的不足#建立培训与使用相互衔接的教学模式!通过在教学环

节中采用
;/

教学法!该教学方法的实施方法为'第一步
/H>N?

LDNF

#从实践经验入手#导入课程*第二步
/HQBGF$

#实践中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梳理解决问题#提出新的问题#环环相扣*第三

步
/H>NLDNF

#回到实际工作中#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应用中!

通过上述环节#逐渐摸索建立+训用一体,培训模式#在
;/

培

训模式的教学过程中#突出了个性化教学#增加了情景化教学#

强调了体验式教学#增强了学兵的学习兴趣#达到增加学兵学

习效果#提高他们将来的任职能力!

"

!

#/

培训模式的实施方法

以预选卫生士官-高原病防治.的急性高原病预防教学内

容为例#进行阐述!$

!

%

/H>NLDNF

$实践%'以某部队快速从平原

进入高原#引发大规模发生急性高原病为例#导入课程#如何进

行高原病的防治#增加学生的兴趣#并将该病例贯穿于整堂课

的教学!$

&

%

/HQBGF$

$问题%'让有高原经历的学兵介绍部队进

驻高原时#开展了哪些工作来预防急性高原病/ 学兵很多来自

高原部队#对高原环境都有初步的亲身体验!学兵介绍他们在

平原集结进入高原前#通过服用那些高原病预防药物来预防急

性高原病#然后开展讲座#个别谈话"录像等手段来普及高原病

的健康知识*进入高原途中在机场立即进行休整#不能参加剧

烈运动#以达到对急性高原病的预防*通常来说#到达高原初
!

!

&

周是急性高原病的高发期#他们到达高原后初期应该减少

体能训练#习服高原环境后才逐步增加体能训练!教员听完学

兵的亲身实践问题"经验后#结合每次课的授课目的"重点"难

点#对学兵提出的体会进行归纳"总结"凝练#梳理出
;

!

<

个本

次课的学习问题#并始终贯彻完本次课!例如'进入高原前的

健康教育"体能训练"健康筛查"物资准备"药物预防等*进入高

原途中的阶梯适应*到达高原后注意休息"合理膳食!$

;

%

/H>NLDNF

$实践%'教员在传授完每次课的问题后#结合本次课的

案例#开展实践#学员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模拟部队进入高原

时#进行急性高原病的防治工作(

:

)

!

#

!

#/

教学法特点

在预选卫生士官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兵与教师在教

学活动中的双向主动性#教师是教学活动中的引导者"组织者#

在教学活动中#通过来自实践工作中的案例分析#可以大大提

高教学的直观效果#使学兵对本次课知识首先有感性认识#把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深奥的问题浅显化#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具

体化#起着化难为易的作用!让学兵的自身言传身教#从学兵

自身的角度#介绍了他们从平原快速进入高原#如何进行了急

性高原病的防治工作!通过学兵的自身介绍#语言更加贴近学

兵的语言#更能够在学兵中引起共鸣#增加学兵的学习兴趣#大

大提高了授课效果!使学生的兴趣立即得到激发#课堂气氛顿

时活跃起来#使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C

!

#/

培训模式的结果评价

在
&4!;

!

&4!<

学年#对采用
;/

教学法的实验班#以及采

用常规方法进行教学的平行班进行授课满意度调查#发现实验

班的授课满意度为
:;=

#平行班的授课满意度为
67=

#提示

;/

教学法的授课满意度高于平行班!并对
&4!;

!

&4!<

学年#

采用
;/

教学法和常规教学法的班级课终成绩进行比较#实验

班-高原病防治.最高
:7

分#最低
;7

分#平均
6'(47

分*平行班

-高原病防治.最高
:&

分#最低
7

分#平均
6;(&7

分#实验班最

高分"最低分"平均分成绩均高于平行班!学兵评价通过该学

习法#自我学习意识提高#学习兴趣增加!督导专家评价采用

该学习法#课堂气氛活跃#达到预期授课效果#解决培训形式单

一问题!用人单位评价该方法贴近军事斗争准备需要"贴近部

队实际需要"贴近岗位任职需要"贴近个人成长需要!

总之#-高原病防治.是高原医学的骨干课程#本校的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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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西南地区#通过在教学环节中采用
;/

培训模式#达

到+训用一体,效果#充分发挥学兵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双向

主动性(

!4?!&

)

!课终结束#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实验班的授课满

意度远远高于平行班*通过对课终成绩分析#发现实验班课终

成绩的各项指标也高于平行班!提示该教学方法达到增强学

兵的学习兴趣#增加学习效果提高他们的任职能力的作用!对

于提高了高原病的防治技能#有效地降低了平原部队快速进入

高原急性高原病的发生#更好地满足任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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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是一门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边缘性的临床医

学类学科#核医学功能及分子影像是现代医学影像的重要组成

部分#分子影像诊断为肿瘤靶向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直观

的影像手段!如何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核医学知识#提高学生临

床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及创新能力是目前核医学教学所面临

的问题#适合的教学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病

例教学法在医学教育中普遍应用#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目前流行的行

之有效的医学教学方法#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以问

题为核心进行的研究性学习教学方式#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

考"创新能力(

!?&

)

!本研究结合两种方法#联系核医学教学实

际#对病例教学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形成以+以影像为中心"以

问题为基础,的新教学模式#应用于核医学影像诊断的理论教

学课程中#并对其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探讨其在培养应用创新

型核医学人才中的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44#

级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四年级一

大班
!;<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选取其中
!

个小班
;'

名学生为观察组#并分为两个小组进行+以影像为中心"以问题

为基础,的新教学模式上课#其余
:#

人则进行教师讲授结合多

媒体的传统教学方法为对照组!

!("

!

方法

!("(!

!

教学内容
!

将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思想贯穿全书#以

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核医学教程.

为主要参考教材#按系统划分的理论课包括总论"神经系统"心

血管系统"内分泌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及呼吸骨骼系统为教学

内容!

!("("

!

教学方法
!

观察组+以影像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的

教学模式#具体操作如下'$

!

%教师针对学生目前为大学四年

级#有较好的基础医学知识并对临床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实际情

况进行相关内容的提问引入当堂课的内容*$

&

%展示本章节正

常的核医学影像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提问#依次展示典型疾

病影像进行提问分析#与学生进行充分互动*$

;

%进行适当的知

识总结及补充!如在脑血流灌注显像的教学中可首先对学生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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