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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起源于
$(

世纪初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是一

种研究小组形式的学习和交流方式#是欧美大学中常用的一种

教学方式#通常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某一个学科或科学问题

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并在
3=M#,E>

中相互讨论&

$.'

'

)

3=M#,E>

教学强调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分析*提出问

题#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究知识#使其在学习过程中常处

于一种自觉*能动和创造的状态)因而#

3=M#,E>

教学是一种

培养学生的合作与探究意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文献阅读*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0.2

'

)本文第一

作者将其在美国贝勒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学习到的
3=M.

#,E>

教学模式及经验用于本校儿少卫生学课程的教学#尝试将

3=M#,E>

教学与实践课结合起来#即实践型
3=M#,E>

教学#该教

学模式受到学生的好评#取得了好的教学效果)现总结如下)

>

!

实践型
3=M#,E>

教学模式

!!

3=M#,E>

教学模式通常包括
0

个部分!主持人介绍*主题

报告宣讲*讨论与交流*教师总结与点评&

).-

'

)实践型
3=M#,E>

教学与常规
3=M#,E>

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资料的来源不一样#

常规
3=M#,E>

教学确定主题后由学生查找资料#数据主要来源

于文献(实践型
3=M#,E>

教学在确定主题后#资料主要来源于

学生自己通过现场实践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实践型
3=M#,E>

教学模式如图
$

所示#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
'

个阶段#课前阶

段是关键*课中阶段是重点*课后阶段是升华)

>&>

!

课前阶段
!

这个阶段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对后期的主

题汇报起到关键性作用)该阶段主要包括
'

个环节!确定主

题*文献阅读和现场实践)授课教员提前一个月将
3=M#,E>

主

题布置给学生(学生根据主题进行文献查找和阅读(在正式

3=M#,E>

前一个星期#授课教师要组织一次现场实践课#让学

生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基于这些数据及相关文献#准备

3=M#,E>

的汇报材料)

>&?

!

课中阶段
!

这个阶段是重点#也是实践型
3=M#,E>

教学

最出彩的部分)经过课前阶段的充分准备#各组学生都跃跃欲

试*在台上展示自我风采)各组学生按照各自的主题选派代表

上台汇报)汇报结束后#其余同学围绕主题开始讨论)最后由

授课教员对各组的汇报及讨论情况进行现场点评)

>&@

!

课后阶段
!

这一阶段的总结也很重要#可以有效提升实

践型
3=M#,E>

教学的效果)参与学生要及时总结活动中的经

验与体会#通过总结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

掌握(授课教师要从教学模式的优化*教学效果的提高等方面

进行总结#进一步完善实践型
3=M#,E>

教学)

图
$

!!

实践型
3=M#,E>

教学模式

?

!

实践型
3=M#,E>

教学在儿少卫生学课程中的应用

!!

在本校的儿少卫生学的课程教学中#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

是一个重点内容#需要掌握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评价指标*生

长发育规律*影响因素等理论知识#同时还需要掌握儿童少年

生长发育的调查与评价方法和技巧)因此将实践型
3=M#,E>

教学的大主题确定为儿童生长发育评价)进行发育评价时#需

要用到儿童的生长发育数据$包括身高*体质量*头围*上臂围

等%#这些数据包括两个来源#一是往年测量的数据#另一个就

是组织学生到学校$幼儿园和小学%进行现场测量)作者将

3=M#,E>

分成
'

个小主题!儿童生长发育的现状评估*儿童生

长发育的生长速度评估以及不同评价方法和标准的比较评估)

在确定这
'

个具体的
3=M#,E>

主题后#将学生分成
'

组#每组

选择一个主题开始准备)

实践型
3=M#,E>

教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组织学生

到学校进行现场实践#对孩子们的生长发育相关指标进行测

量#取得用于后期
3=M#,E>

的第一手数据资料#这也是实践型

3=M#,E>

教学与常规
3=M#,E>

最主要的区别)我们将儿童少年

生长发育调查实践课安排在
3=M#,E>

课的前
$

周#学生拿到现

场实践获得的数据资料后开始准备汇报幻灯)

在
3=M#,E>

教学现场#

'

个不同主题的小组按照先后顺序

汇报)第一小组主题是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现状评估#根据现

场实践课获得的测定数据#对孩子们的生长发育的现状进行评

估#分别以身高*体质量*头围*上臂围*体质量指数$

V̀O

%为评

价指标#以
1%%2

年中国九市
-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

结果为标准#采用
f

分法计算
f

值#然后评价每一个人的发育

等级(同时还要计算群体发育水平#主要包括肥胖率*超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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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1%$2

年
2

月第
00

卷第
$'

期



率*消瘦率*低体质量率以及生长迟缓率等#并与国际及国内其

他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可行的建议措

施)第二小组主题是儿童生长发育的生长速度评估#根据现场

实践获得的数据以及往年数据#分析儿童生长发育的生长速

度#采用评价方法与第一组相同#但侧重在生长速度讨论)第

三小组主题是不同评价方法和标准的比较评估#比较使用不同

评价方法$

f

分法*百分位数法%和不同评价标准$世界卫生组

织标准*我国标准%对生长发育评价结果的影响)通过这
'

个

主题的
3=M#,E>

教学#学生们对于儿童生长发育的调查与评价

方法和技巧就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与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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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型
3=M#,E>

教学的应用前景

!!

3=M#,E>

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广泛应用&

/.(

'

#在我国也开展了大量
3=M#,E>

教学探索

与实践研究&

$%.$$

'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周美林等&

$1

'对我国

1%$%

!

1%$1

年
'

年间发表的
3=M#,E>

教学相关的论文进行了

分析#发现我国的
3=M#,E>

教学存在
0

个方面的问题!对
3=M#.

,E>

的教育价值认识不足(教师实施
3=M#,E>

的素质有待提高#

教学设计和管理有待加强(学生的课前准备不足(

3=M#,E>

教

学资源开发利用不够)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一样#

3=M#,E>

教

学将研究性教学和学生自主创新学习相结合#研讨式的教学是

其主要特征#这对于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比较高#尤其是学生#

要其具备很强的英文文献阅读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

生的参与程度)作者对之前开设的常规
3=M#,E>

教学进行调

查#很多学生反映压力很大#阅读文献很枯燥#参与
3=M#,E>

教

学也是被动性的#没有真正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了弥补
3=M#.

,E>

教学的不足#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愿意主动参与到
3=M#,E>

教学中来#作者尝试将实践课与
3=M#,E>

教学结合起来#结果

很受学生欢迎)这种实践型
3=M#,E>

教学模式作为实践课与

3=M#,E>

教学的有机结合#对实践课和
3=M#,E>

教学都是一个

很好补充#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期待能在更多领域的教学

中得到进一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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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模式即
T:]6]5].T:X6]]5

模式#是由
W>==,7^

为首的美国学者于
1%

世纪
-%

年代提出来的#

T:]6]5]

是

$教育诊断评价中倾向*强化及促成因素%的缩写(而
T:X.

6]]5

是教育"环境发展中政策*法规及组织因素的缩写&

$.1

'

)

格林模式由
(

个阶段构成$见图
$

%#

T:]6]5]

阶段主要用于

需求评估#即
$

!

2

阶段属于诊断阶段(

T:X6]]5

阶段主要用

于执行和评估#即
)

!

(

阶段属于干预阶段&

'.0

'

)格林模式不是

一个独立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框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本文针对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影响健康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方式#将格林模式作为群体开展健康教育项目的思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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