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可以围绕统计分析结果的呈现&比如统计图表制作'和解释

展开"通过
9

幕的学习和讨论#培养学生从研究设计到数据收

集与分析#再到分析结果呈现与解释的一整套统计思维"

表
;

!!

6U!

教学模式与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比较

传统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6U!

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医学统计学概述 讲授式 医学统计学概述 讲授式

统计资料的分类 讲授式 统计资料的分类 讲授式

描述性统计 讲授式 实验设计与调查设计 讲授式

统计图与统计表 讲授式 统计推断基础 讲授式

统计推断基础 讲授式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概述 讲授式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讲授式 单组正态分布资料的统计分析
6U!

7

检验 讲授式 单组非正态分布资料统计分析
6U!

方差分析 讲授式 两组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
6U!

卡方检验 讲授式 两组非正态资料的比较
6U!

秩转换的非参数检验 讲授式 多组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
6U!

直线回归与相关 讲授式 多组非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
6U!

实验设计与调查设计 讲授式 两&多'组率的比较
6U!

两&多'组构成比的比较
6U!

单组资料双变量相关与回归
6U!

@

!

实
!!

例

在,单组正态分布资料的统计分析-学习内容中#作者将

6U!

案例取名为,我们班男生的身高-"在这一内容中知识点

包括正态分布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总体均数的可信区间估

计#单样本
7

检验及其前提条件"在第
;

幕中虚拟了
;

名大学

新生,王小帅-#对班上同学的身高产生兴趣#在这一幕中讨论

问题是鼓励同学通过收集全班男生的身高值#判断其分布形

态#并用均数和标准差对其进行描述"在第
J

幕中,王小帅-想

要知道全校男生的身高的平均水平#随着分析目的的变化#讨

论问题延伸为总体和样本的关系#总体参数的估计"在第
9

幕

中给出重庆市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值#讨论全校男生的身高是

否达到重庆市平均水平#学习及讨论的内容进一步延伸为单样

本
7

检验及其前提条件"

A

!

讨
!!

论

在医学统计学理论课程中开展
6U!

教学是医学统计学教

学改革的大胆尝试"医学统计学与临床医学课程有很大的区

别#它有其特殊的统计理论作为课程支撑#强调统计推导的逻

辑性"如果学生没有一点统计理论基础就接触
6U!

课程#会

显得不知所措#面对案例会,无从下口-#不知从何处开始讨论"

因此前导课程中要讲授必要的统计理论基础#同时在案例设计

时#教师的提示性问题的设置也显得非常重要#应以能够引导

学生进行统计思维为宗旨"

医学统计学的知识点比较分散#统计方法众多#很难用几

个案例就涵盖所有的知识点"因此在
6U!

案例设计时要大胆

打破传统教学的内容框架#进行合理的内容重组#并且要大胆

摒弃传统教学中对知识内容求大求全的教学理念"应以真实

科研问题为案例背景#对实际科研工作中常用的统计学方法可

以,浓墨重彩-+而小应用的统计学方法可以不放在案例中体

现#但教师可以通过课程总结#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和补充#使学

生形成较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

虽然
6U!

教学对知识点的覆盖不如传统教学那么系统和

全面#但却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I

%

#

6U!

案例在此过程中承

载着重要作用"

6U!

案例的成败需要教学实践的检验#需要

在反复锤炼中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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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是在教学

过程中为改进教与学而进行的评价#注重对学习过程的指导和

改进#强调评价信息的及时反馈#旨在通过经常性的测评#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果#并改进教师的教学水平$

J89

%

"

口腔预防实验教学是口腔预防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

在于使学生能够熟悉临床与社区口腔预防保健的基本原则与

方法#初步运用口腔预防保健措施为个体和群体服务+使学生

毕业后能够在工作范围内的社区组织和开展口腔常见病的防

治工作"

以往
;S

余年的实验教学中#教研室团队打破传统教学模

式#陆续将,合作互助式-教学模式!,

5U!

-教学模式等引入教

学实践中$

98M

%

#不仅丰富了实验教学方法#同时也达到了事半功

倍的教学效果"本次将形成性评价方式引入实验教学#更提供

了一种新的教学思路"

本次研究拟定在口腔预防实验教学中引入形成性评价#并

检测其教学效果"

>

!

形成性评价在口腔预防实验教学中的实施

>B>

!

实施对象
!

以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学院
JS;S

级本科生为

研究对象#学生总数
KJ

人#每次实验课
L

名教师带教#每位教

师都具有形成性评价教学经验#教研室统一组织课前试讲!集

体备课!课后总结等"

>B?

!

课程实施
!

口腔预防医学实验课程共
9X

学时#包括口腔

健康调查!龋病的预防!牙周病的预防!口腔健康教育与促进#

社区保健计划"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打破传统实验课中学

生的被动状态#学生有足够的自由空间#教师仅扮演一个引导

角色#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不同的实

验要求#实验地点灵活多变#以实验室!诊室!社区
9

个实验环

境为主"

口腔预防实验课程的最终成绩由实验考核&形成性评价'

和期末考核&期末考试'组成#各占
XSd

"

在实验中采用形成性评价的方式对学生和教师进行考核

及信息反馈#根据课程的不同#形成性评价的方式也有所差异#

以龋病的预防和口腔健康促进为例进行论述"

>B@

!

龋病的预防&窝沟封闭'

!

将学生分为
L

小组#每组
;9

"

;M

人#

L

位带教老师各负责一组学生#让学生走出实验室#进入

临床诊室#提前以医生的状态进行临床实践"课堂中首先由一

位主讲老师进行窝沟封闭的理论知识讲解#然后每位带教老师

对本小组成员进行示教#学生观看并对老师的操作进行评分#

示教完成后由学生逐一进行操作#其余成员观察#并与老师一

起对操作者进行评分#待组内所有学生完成操作#老师对所有

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对缺点及要点进行讨论"该课完成后#

学生的实践成绩由老师和同学的共同评分决定"

>BA

!

口腔健康教育与促进
!

将学生分为
;K

个组#每组
M

"

X

个学生组成一个团队#每组学生根据所学口腔专业知识#撰写

科普文章#制作幻灯片#幻灯片的要求不仅要体现专业知识#而

且要通俗易懂"老师提前指定幻灯片的主题#如,龋病的预

防-#,牙周病的预防-#,如何刷牙-#,义齿的维护-#,青少年!老

年人!孕妇等的口腔保健-等#学生根据不同主题#自由发挥#利

用网络!图书馆等渠道查阅资料#分工合作#团队讨论#共同制

作符合要求的幻灯片#同时在幻灯片中还可以加入自己团队特

色#例如小品!场景模拟!视频!说唱等多种表现形式#以更好地

的表达主题#突出宣教效果"

课程中第一环节由每组选出一名负责人#主讲幻灯#剩下

的队员进行辅助"每组讲完后由老师和其余组同学共同评分#

且评分互不干扰"评分要点包括素质要求!策划准备!现场展

示!展示效果等方面"第二个环节是点评#首先由两位以上组

外同学进行点评#然后
L

位老师点评#最后汇总意见和建议"

每次课程前均由教研室团队共同商议讨论#制定符合实验

教学要求的评分表#包括教师评价表!学生互评表!学生自我评

价表等#目的在于了解教学的效果和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

整个过程中#组员之间可以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学

习#通过实验课加深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自学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

!

形成性评价结果反馈

组织学生和教师对该门课程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ISd

以上

的学生赞成形成性评价#并认为能够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及语言

表达能力#

KSd

以上的学生认为能够增加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提高学习效率+

ISd

以上的老师认为形成性评价有利于提高自

身教学水平#

KSd

以上的老师认为形成性评价有利于增强与学

生之间的沟通#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能够增强教学效

果#并赞成形成性评价在教学中的应用#见表
;

!

J

"

表
;

!!

学生对形成性评价效果调查问卷结果$

%cKJ

%

调查项目 人数$

%

&

d

'%

是否增加学习兴趣
NS

&

KXBM

'

是否增加学习积极性
LI

&

KMB;

'

是否有利于学习效率提高
N;

&

KLBL

'

是否有利于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LX

&

NIB9

'

是否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NL

&

IJBN

'

是否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NN

&

I9BI

'

是否有利于培养初级口腔预防能力
LM

&

NKB;

'

否有利于医学能力提升
L9

&

NLBK

'

是否有利于毕业储备
LS

&

N9BJ

'

是否赞成形成性评价
NM

&

ISBJ

'

表
J

!!

教师对形成性评价效果调查结果$

%cJ9

%

调查项目 人数$

%

&

d

'%

是否有利于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I

&

KJBL

'

是否有利于教学进度的安排
;N

&

N9BI

'

是否有利于增进师生感情
;M

&

LSBI

'

是否有利于自我反思
;L

&

LIBN

'

是否增强与学生间的沟通
;I

&

KJBL

'

是否增强了教学效果
JS

&

KNBS

'

是否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K

&

NKB9

'

是否有利于提高自身教学水平
J;

&

I;B9

'

是否赞成形成性评价
JS

&

KNBS

'

@

!

形成性评价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及不足之处

@B>

!

形成性评价对口腔医学生的促进作用
!

首先#提升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再学习能力"郭丽双等$

X

%也曾提出(在医学

教育中使用形成性评价#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

同时也能显著提高知识掌握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交流和沟通

能力等"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采取填鸭式教学#学生获取知

识往往是被动的#考核学生采取终结性评价&期末考试'#这样

往往会导致学生的思维不够活跃#思想不够开阔#缺少自我学

习能力"而形成性评价则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评价贯穿

于教学全过程"它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

及所反映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做出了评价#有利于学生从

被动接受评价转变为评价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能激发学生学

习的热情#帮助学生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提高主动学习能

力$

L8N

%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及时地反馈学习情况#同步

LNX;

重庆医学
JS;L

年
M

月第
MX

卷第
;;

期



改进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自觉地修正自己的学习方式#提高

学生再学习能力"

其次#口腔预防医学是一门开放性的课程#运用实验室!诊

室!社区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形成性评价教学方式#顺应,生物
8

心理
8

社会
8

环境模式-的转变"实验过程中#教学环境的改变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小组合作共同完成任务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走进社区直接接触社区群众#建立良

好医患关系#有助于医学生交流和沟通能力的培养"总体来

说#这是对学生医学能力的极大培养#有利于学生顺利完成医

生角色的转换#有利于口腔预防保健意识的提升#使学生有能

力去面对今后复杂!多变的医学人生#同时对学生毕业后的就

业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B?

!

形成性评价对教师的促进作用
!

美国学者特拉弗斯说

过(角色的塑造必须在实践环境中进行"教学是一个不断积累

提高的过程#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本人

对教学方法的自我反思和教学经验的总结提炼"形成性评价

不仅给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同时也为教师提供良好的自我提升

机会"

口腔预防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本身就要求

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要不断革新教学方

法#形成性评价在预防实验课程的实施要求教师将教学引入实

验室以外的地方#带领学生走进诊室!社区#这对于教师的自身

综合素质也是一种挑战"

课程中教师需要通过观察学习者的表情和态度#了解学生

的想法#必要时与学生进行沟通#纠正学生的一些不良学习习

惯和态度"然后根据每节课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和教学进度

的把握情况!学生适应情况#对教学进程进行改进#对教学信息

进行反馈#具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完成教学目标"只有好的评

价方式才能收到好的评价效果#只有正确的总结反馈意见#才

能改进教学"因此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才能更好地

完成教学目标#培养更加优秀的医学生"

@B@

!

开展形成性评价的困难和不足之处
!

首先#本院口腔专

业学生数量较多#每个年级有
KS

人左右#在实施过程中#受制

于老师数量有限#部分实验考核不能对每个学生单独考评#只

能通过小组形式对小组进行综合打分#这样就要求在分组的时

候要注意合理搭配#体现组员的均衡性#以保证每个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都能都获得最大的收获"

其次#参与口腔预防实验课程的教师均是从事临床工作的

医生#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专业训练#因

此形成性评价对教师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教师们只有通过

自身的不断学习才能正确地掌握形成性评价的应用"

总体而言#形成性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并且需要

结合口腔预防医学的特色#不断探索符合口腔医学能力发展的

综合性评价体系#以更好应用于实验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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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医院对于培训管理还需积极有效的培训工作"由于规范

化培训管理起步较晚#相关政策不够配套!不够完善#因此一定

程度上影响培训工作的有序性开展"住院医师培训后就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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