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很多"教学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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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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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0/+,B

04K+M/+4F212

.

"

8CJ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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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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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系统培养学生整体临床思维能

力"更利于培养符合临床需要的医学人才"且已成为医学院校

课程改革的主流趋势)

"B<

*

%本文探讨了本院器官系统教学模式

在气胸教学中的应用%

!

"

传统以+学科为中心,教学模式在气胸教学中的弊端

传统+学科为中心,教学模式中各门学科在围绕同一疾病

的内容上是各自为阵"互无衔接"缺乏系统性%气胸在该教学

模式中内科学与外科学各需一个学时的授课时间"且内科学与

外科学各需一名教员备课"两名教员均需介绍气胸的定义&发

病机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等较多相同的内容"浪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且教员对知识的讲述"特别是治疗原

则等内容讲授较笼统"缺乏岗位定向力"不便于学员毕业后在

不同岗位实践中应用%学员听课时接受了大量重复内容"知识

理解欠系统"不便于吸收记忆%

"

"

器官系统教学模式在气胸教学中的优势

"&!

"

整合系统资源
"

整合是指将原来自成体系的课程或各教

学环节中有关的教学内容"通过新的组合方式进行整理与合

并"使相关课程能够形成内容冗余度少&结构性好&整体协调的

新型课程环节"以发挥其综合优势)

;

*

%对气胸的教学资源进行

系统整合"便于教员讲授"便于学员理解%如气胸的病因方面"

传统内科学以讲授肺气肿&肺大疱及肺癌等+病,致气胸为主!

而传统外科学以讲授+伤,致气胸为主"系统教学模式将+病,与

+伤,相结合%治疗方面"内科学着重讲述内科保守治疗"而外

科重点讲述外科手术治疗%系统教学模式将保守治疗与外科

治疗有机结合%

"&"

"

教学内容化繁为简
"

简化教学内容是对课堂教学的素材

选择&情境创设&活动组织&结构安排&媒体使用等教学要素的

精确把握和经济实用"使课堂变得更为凝练&深刻"进而实现课

堂教学审美化&艺术化&高效化%传统教学模式中"学员学习临

床课程在基础课程结束后开始"部分学员对基础知识逐渐遗

忘"相关知识点需重复讲授"学员学习负担重"浪费时间多"学

习效率低)

!

*

%将内科学与外科学中气胸两部分内容相结合"对

整合后内容进一步简化"节约教学人员及教学时间"便于适当

增加临床实践%如气胸分类的讲授"将传统教学中单一线条并

连式的讲述"改为三管齐下串联式的讲述"使教员讲授更清晰"

学员理解更轻松%

"&#

"

重组教学构架
"

重组教学构架是指对教材资源进行的分

析和研究"包括对知识的编排顺序&教学情境&文化背景及技能

和目的作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重组"从而更适应教与学

的需求%对气胸的教学构架进行重新整理"摒弃原依次讲授气

胸的定义&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等的顺序"可考虑用

一典型病例引出气胸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再介绍定义及

发病机制等顺序讲授%可提高学员学习兴趣"促进学员理解%

"&D

"

贴近未来岗位职业需求
"

学员毕业后将在不同等级医疗

机构工作"他们对毕业后即将从事的工作岗位还缺乏定向力%

不同医疗机构在气胸的诊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不同级

别医疗机构对气胸的处理原则也不同%传统教学法将诊治原则

笼统介绍"缺乏指向性!调整后将气胸的诊治原则按照分级救治

原则区别讲述"更贴近不同学员在不同的岗位的职业需求%

#

"

器官系统教学模式目前尚存在的问题

器官系统教学模式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有不少问题需

在教学实践中逐步解决%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配套教

材)

'

*

%学员学习气胸时"必须参考内科学&外科学&生理学&病

理生理学及药理学等多本教材"给学员的学习带来不便%

各学科内涵融合不足是目前需解决的另一个常见问题)

%

*

%

器官系统教学模式对课程整合的需要是对整个系统从基础到

临床在内容上有深度和广度的融合%但由于目前缺乏配套教

材"加之部份教员对器官系统教学模式认识不足"整合内容时

出现了单纯形式上把基础和临床内容相拼接"没有注重基础与

临床知识之间的相互渗透及融会贯通%

D

"

前景展望

教学改革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对医学的探索兴趣"有利于基

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融合"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加强临床

技能"更有利于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医学人才)

<

*

%器官系统教

学是符合目前改革需要的教学模式%器官系统教学模式需要

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新的课程内容整合&新的教学方法要求&新

的考核实施标准%需要从学校到教研室全面统筹教学任务"整

合系统学科资源"注重骨干教员遴选"加强沟通和反馈"才能不

断推进器官系统教学改革的有序探索%各教研室需一定资历

的教师专人负责该系统教学课前准备&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评

教评学&考核总结和基本档案建设"负责系统课程建设"提高系

统教学质量%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在呼吸系统疾病

的器官系统教学模式中作了一些探索"尤其在气胸的教学中从

内容整合&教学形式及方法选择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学

校及学员的认可%但在与基础医学的有机整合等方面仍需在

教学改革中大胆的探索和尝试%相信"随着教员理念的不断转

变和实践探索"配套教材的相继出版"器官系统教学模式将逐

步成熟"为培养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医学生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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