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寻找和自己的临床*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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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生数量大#开展
R\Y

教学存在问题
!

在中国#

每年有大量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到医科大学#自
$((/

!

1%$%

年#

全国医科大学招生数由
-5$//

人扩增到
5'')$/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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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第三军医大学一个教学小班学员数量就能达到
0%

!

5%

人#

一个教员要兼顾众多学员的集思广益#跟众多学员同时进行交

互#这是
R\Y

教学模式实施的一个难点)

A&B

!

R\Y

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

目前#对学员教学效果的评

价主要还是使用传统的理论考试
j

实训考核的考核方式#学员

的学习仍是以把握教学重点*解决教学难点为主#考试题目包

括执业医师考题#仍以选择*填空*名词解释和问答为主#与

R\Y

教学模式本身相关的论述题或病例分析题无法占据试题

主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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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肤性病学
R\Y

教学模式存在问题的相关建议

!!

R\Y

教学模式的顺利实施必须结合传统的
Y\Y

教学模

式#因为学员有了一定的初步专业知识#方能在
R\Y

教学学习

中提出具有一定深度的问题#弥补本身学习的不足#让教员在

一定程度上对学员的知识漏洞进行弥补#对学习深度进行拔

高&

$%

'

)教员应该尽快适应角色转变#由-老师.向-导师.转变#

教员授课中拒绝满堂灌输#仅仅起着教学导向的作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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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教学课堂中学员数量不宜过多#学员人数众多#教员

难以全程兼顾#难以保证
R\Y

教学效果)教学评价体制需随

着
R\Y

教学模式的开展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如笔试考试题需

由客观题逐渐向主观论述题*病例分析题转变#这样才能考出

学员的真实理论水平#而不是简单的选择
4\C

)医学院校的

硬件配套设置如高速的校园网络*文献检索系统*计算机辅助

教学*辅助医疗系统*虚拟假人等和
R\Y

配套教材应适当跟

进#保证
R\Y

教学模式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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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带教是医学教育的必经历程#培养医学生成为临床医

生依靠临床带教#临床带教是把书本知识理论转变为临床实际

工作的过程#是培养临床医生工作能力的必然途径&

$

'

)目前#

我国临床医学课程因专业条款的不同划分越来越细化#虽然这

种划分使得教师对这一部位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有更详细

的阐述#专科医学生能够更深入的掌握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但疾病本身不是单纯发生在一个组织和器官#单从某一器

官出发去治疗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在这样的教育体

制下培养出来的临床医学生#往往会成为-医匠型.医生#-只见

病症#不见疾病#或只见疾病#不见人.#只会唯器官看病#唯症

状看病#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疾病#在疾病的整体把握中容易顾

此失彼)整合医学$

<"9#+;#?#,;=

D

A8;=!L=!#?#,=

%是有机整合医

学各领域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经验#从个体差异出发#依据人

文*社会*地理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与更新#是在不断完善#适

合疾病治疗*符合人体健康的医学新体系&

1.'

'

)

?

!

肿瘤内科临床带教中引入整合医学理念的必要性

!!

科学的整合指相邻乃至相距甚远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

互渗透*相互融合#从而打破原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形成许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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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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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肺癌的发病及防治机制

研究)



缘性*综合性学科&

0.5

'

)整合医学有利于科学的医疗观念的形

成*全面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诊断工具和治疗技术的提高#

为疾病的诊疗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传统的教学理念下#学生

从肿瘤内科学专业组学到的都是片段化的*不连贯的知识#而

人体各器官功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疾病的发生*发展过

程也是整体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的融合理论#必然造成

看病只关注一个器官*某些症状#不能全面把握疾病的发生*发

展全过程#从而可能导致漏诊*误诊等医疗过失的发生)整合

医学理念的提出有利于解决传统医学教学体系中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顺应新时期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

).-

'

)

虽然肿瘤内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性很强的

学科#但是#肿瘤内科与胸外科*头颈部外科*乳腺外科*泌尿外

科*耳鼻喉科等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并相互补充)这就要

求在肿瘤临床教学过程中给学生灌输整合医学理念#从整体角

度出发#树立学生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肿瘤内科学理念)因

此#在肿瘤内科临床带教中如何适时引入整合医学的概念*思

维和方法#灵活*有效地运用到医学实践中去#既是当前医学教

育发展的要求#更是新时期肿瘤内科学医师培养的要求)

@

!

肿瘤内科临床带教中引入整合医学理念的具体措施

@&?

!

强化教师的整合医学意识
!

带教老师在临床教学过程中

应转变教育观念)肿瘤内科学教学中建立整合医学模式的关

键在于强化临床带教老师队伍的整合医学意识#临床带教老师

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把握整合医学相关的理论*思维与

实践方法#并在肿瘤内科学教学的始终渗透整合医学教学思

想)老师应意识到#整合医学教学模式必然取代传统的医学教

学模式)要充分认识整合医学的精髓*价值和意义#掌握实践

整合医学的各种理论和技能#从而改进临床教学工作)

@&@

!

开展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

综合治疗是肿瘤疾病治疗未

来的发展方向#多学科联合查房保障了肿瘤多学科协作团队

$

X27

%模式的实施#有利于突破传统单科诊治模式的不足与

诟病#提升肿瘤诊断与治疗的水平&

/.$%

'

)本院肿瘤中心开展形

式灵活多样的教学查房#让医学生零距离与患者交流*了解患

者病情变化#使学生能够加深对疾病的认识#形象生动地掌握

书面理论知识)同时#对疑难病例实施多科会诊#让学生积极

参与多学科围绕临床疑难病例*核心技术的研讨活动#从中得

到综合*系统的临床思维经验和实践体会#通过全面*深入地思

考#形成整合医学理念)

另外#学生在临床上遇到的疑难病例#引导学生自己去查

阅相关方面的知识#如病理学*免疫学方面的知识#了解这种疾

病是如何诊断的#其相关的发病机制是什么#目前的治疗方法

是什么#有哪几种#病死率有多高#如何提高这种疾病的救治成

功率等#关于这种疾病目前有无新的治疗方法#其基础研究动

物实验方面有无进展)以临床问题为出发点去进行科学研究#

让基础研究的成果能应用于临床#培养学生的转化医学思维)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合理治疗方法的选择需要有证可循)

即是要培养学生在制订治疗方案的时候#具有循证思维*文献

检索*评估和利用证据的能力#发挥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为

今后的执业生涯养成良好习惯)本院肿瘤中心要求医学生积

极参加科室组织的学术活动及相关的学术会议#加强科室内部

及科室与外院的学术交流#多了解肿瘤内科相关疾病国内外的

研究现状#培养整合医学理念#进而成为肿瘤内科学的优秀人

才)

@&A

!

完善相关制度
!

保证引入整合医学理念临床带教模式的

顺利实施#必须从制度上完善临床带教老师工作的相关规定)

本院肿瘤中心在临床带教老师学历*带教能力水平等方面从制

度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临床医生要求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

教师资格证等条件#需通过科室考评后才能成为聘为临床带教

老师)同时#制订并完善带教老师团队的带教实施方式*检查

考核与交流制度等#确立带教老师的日常工作细则*权利与义

务*考核聘任方式)为保证临床带教的整合医学思维质量#本

院肿瘤中心从严把控带教老师准入制度#充分*能动地发挥每

个成员的作用和能力)

A

!

总
!!

结

!!

实践证明#将整合医学思维用在呼吸循环系统见习带教

中#专科课程考试成绩显示试验组平均分数显著高于对照组#

在课堂情况*知识掌握情况*临床思维综合运用能力方面#新教

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有明显优势&

$$

'

)在肿瘤内科学临

床带教过程中引入整合医学理念#使得医学生医学入门开始接

触到的就是这种肿瘤内科学整合理念#必然对他们在今后的学

习生活和临床工作实践大有裨益#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职业

品质#培养出肿瘤内科学优秀人才#推动肿瘤内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

' 王楠楠#林萍#胡玉娇
&

神经内科进修医师脑血管病临床

带教策略探析&

W

'

&

中国科技博览#

1%$5

#

$1

$

$(

%!

)0&

&

1

' 樊代明
&

整合医学纵论&

W

'

&

医学争鸣#

1%$0

#

0'

$

5

%!

$.$'&

&

'

' 樊星#杨志平#樊代明
&

整合医学再探&

W

'

&

医学与哲学!

4

#

1%$'

#

'0

$

'

%!

).$$&

&

0

' 樊代明
&

整合医学初探&

W

"

hY

'

&

中华消化病与影像杂志!

电子版#

1%$'

#

'

$

$

%!

1-.'5&

&

5

' 李云华#丁国锋#李志
&

整合医学教育模式下传染病教学

改革探索&

W

'

&

西北医学教育#

1%$0

#

11

$

5

%!

(-1.(-0&

&

)

' 周铁波#肖琛嫦#龚斐
&

整合医学111临床医学教育改革

的新思路&

W

'

&

医学新知杂志#

1%$0

#

10

$

1

%!

$').$'-&

&

-

' 暴洁#俞郦#潘卫东
&

整合医学的理念与模式思考&

W

'

&

世

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1%$'

#

/

$

$$

%!

$$)0.$$)-&

&

/

' 丁红华#王春刚#陈栋晖#等
&

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背景下

教学查房模式的转变&

W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1%$$

$

)

%!

-0&

&

(

' 刘勤江
&

恶性肿瘤多学科联合查房模式探讨&

W

'

&

甘肃医

药#

1%$$

#

'%

$

$

%!

-.(&

&

$%

'刘俐惠
&

取经多学科专家组诊疗模式&

W

'

&

中国医院院长#

1%$0

#

$%

$

11

%!

-).--&

&

$$

'钱德慧#冯欢#任然#等
&

整合医学思维在呼吸循环系统见

习带教中应用探讨&

W

"

hY

'

&

中华肺部疾病杂志!电子版#

1%$'

#

)

$

5

%!

0/-.0//&

$收稿日期!

1%$5.%(.$/

!

修回日期!

1%$5.$$.$/

%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5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