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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对
G83

的

发展&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为使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

能够满足社会需求"解决好公共卫生行业人才严重短缺的问

题"提高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强和重视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专门人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

力发展
G83

教育刻不容缓%本校
G83

培养工作尚在探索

阶段"期待在学校和公共卫生部门共同努力下"不断进行教育

创新"进一步完善
G83

培养体系"推动
G83

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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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解剖学教学往往是基础知识与临床外科学衔接

很少"多数情况下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基础教学"这种教学模

式容易使课堂气氛相对沉闷&枯燥"极大地影响了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和教学质量%-局部解剖学.是一门基础与临床相结合

的桥梁课程"要提高-局部解剖学.的教学质量"就必须尽地使

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全方位地紧密结合"对于培养素质过硬的

医学人才"特别是以后从事外科工作的医学人才尤为重要%

在医学教育全球化影响下"国内解剖学界也越来越重视了

解西方发达国家的解剖学课程现况"学习并借鉴性吸收他们先

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模式"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医学教育包

括解剖学的教学走在世界前列%作者承担过多届重庆医科大

学五年制&七年制国内医学生及国外留学生的-系统解剖学.和

-局部解剖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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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医学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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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期间"实地考察了临近的贝勒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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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剖学系"两校的解剖学授课模式大致相同%

在美国德州大学休斯顿医学中心神经生物与解剖学系张邗副

教授的热心帮助下"作者听取了他们对解剖课程的总体介绍"

参观了解剖学教学场地和设施"并与课程负责人
J+-24FM

D/+4F

T

教授&

V4=*5,\4S2

T

教授&教辅人员及学生进行交流"

跟班听取了他们的授课%张教授认为"他们的解剖学课程模式

基本反映了美国医学院校解剖学课程的现况%美国只有-人体

解剖学.课程"无-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一个解剖系大

约就涵盖了国内的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和部分外科学
;

个学

科"教学资源合理利用&教学人员优化组合%有的医学院校甚

至没有独立的解剖系%承担解剖学课程的是生物系的几位教

师和几位临床外科医生%而目前国内解剖课程设置基本上仍

未脱离以往从苏联引进的大体解剖模式"一般包括-系统解剖

学.和-局部解剖学."两者分别开设"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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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合在美国

的考察"作者提出了对本校解剖学课程改革的一些建议%作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基础结合临床的解剖学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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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学内容的选择

国内高校应用的五年制医学生解剖学教材"讲述解剖学的

基础内容较多"涉及临床外科疾病较少!而美国解剖学教材内

容涉及学科面广"是以人体局部为顺序"更体现了形态结构与

功能&基础解剖结构与临床疾病的联系"其教材中加入了大量

临床外科学的内容和赏心悦目的图片"让学生在课前预习和自

学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枯燥%作者认为本校应该选择以局部解

剖为主线"结合临床外科和影像学知识为一体的教科书"注重

基础与临床全方位相合"图文并茂"使学生有一本很好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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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的选择也很重要"目前有的内容临床上已经

淘汰"而国内老师还一直在讲解"这一类的知识需少讲或略讲"

要有意识地重点讲解那些与临床联系特别紧密的内容"让学生

觉得解剖理论知识和外科实践是密切相关的%实验课安排的

学时数是理论课的
;

倍"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发现各

种问题"也会极大地提高学生在以后临床操作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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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水平的提升

教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主体"要提升基础与临床全方位相

合的解剖学教学质量"必须要让解剖学老师对临床有更深入的

了解%本校教师虽然多数是临床医学毕业"但是当时作为医学

生学得不够深入"且已离开临床多年"究竟手术方式有什么改

变和进展"几乎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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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解剖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医

学博士学位和受过博士后训练"有的甚至拥有几个不同专业的

学位"他们具备了广博的知识结构"对临床和外科学的知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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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很多"教学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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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解剖学老师可以多到临床外科手术室观摩手术"多到

临床科室与外科医生交流"课余时间在网上多查阅外科手术的

方式和视频等"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临床手术及其最新的进展

和前沿"大幅度提升解剖学老师的基础结合临床的教学水平%

#

"

学生课前的准备

在美国"医学教育属于淘汰率较高的精英教育"报考和录

取比例小于
"$I

"吸引了一批优秀本科生报考医学院校%美

国医学生学制是
#

年"前
!

年多数学生学习的是工科"第
'

年

才通过考试进入医学院读医学博士学位%目前国内医学生都

是高中毕业考入医学院校"细胞生物学背景普遍比美国医学生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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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背景知识的积淀对理解人体的基础解剖和临

床疾病的联系是非常有用的%

本校医学生应该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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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课题预习和自学的过程

中"让他们提前查阅大量的资料"了解下一次学习的解剖知识

对临床会有怎样的指导作用%有了这些背景知识的积淀"老师

讲到临床和外科疾病的时候"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更牢固地

掌握课题所讲的解剖基础知识%

D

"

临床相关专业医生的参与

美国解剖学教学的过程中"每个小结之后"都会有相关专

业的临床医生参与授课"可以把前期学习的基础理论升华到临

床实践中来"让学生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解剖的基础理论对外科

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讨论上下肢结束后"骨科和放射

科医生分别参与授课!讨论胸部结束后"胸外科和放射科医生

分别授课!讨论头颈结束后"头颈外科和耳鼻咽喉科医生分别

授课!讨论腹部结束后"普外科医生授课!讨论盆腔结束后"妇

产科和放射科医生分别授课等%而我国国内的解剖学教学"临

床医生参与很少或不参与%究其原因"临床教学至少从第
%

学

期开始"前
'

个学期都是基础教育"多数人都没有在这个阶段

开展临床教学的意识"其实在基础教育阶段"临床教学开展得

越早"培养的效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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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联系了相关临床专业例

如骨科&放射科和普外科的高年资医生"他们多数都有海外留

学背景"若学校的相关主管部门考虑把临床医生也加入到教学

计划中来"他们也乐意投身到解剖学的教学改革中来"临床医

生的直接参与必将丰富解剖学的教学%

综上所述"传统的解剖学教学存在以下不足'#

"

$教材的编

写不够生动!#

<

$专业教师的基础教学和临床联系衔接不够紧

密!#

;

$学生的课前准备不足和没有相关临床医生的参与等多

方面的问题%克服这些问题"需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解剖学

教学模式"再结合实际情况"尽快推行有针对性的-局部解剖

学.教学改革%可通过如下方法'#

"

$科学地选择对学生最合适

的与临床结合紧密的教材!#

<

$全方位的提升解剖老师的临床

教学水平和意识&加强学生的课题准备和部分相关临床科室医

生的直接参与等"使-局部解剖学.教学达到基础和临床全方位

结合"这种新颖的教学模式必将更好地提高解剖学的教学质

量"使基础教学更好地为临床服务"使解剖学教学的课堂氛围

更加活跃和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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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临床教学模式在我国已沿用数

十年"它将临床专业课分为内&外&妇&儿等学科"该教学模式存

在较多弊端%近年来"国内外医学教育专家认为"以+器官系统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更利于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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