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讨
!!

论

人文关怀教育可以提高护生关怀能力#本研究发现干预后

观察组和对照组人文关怀能力均明显高于干预前!

$

$

+&+(

"#

与刘霖等&

%

'研究结果一致$+护士人文修养,是护理专业教育

中人文素质教育的导入课#对提高护生人文素质起到核心主导

作用&

-

'

$传统的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大量信息的灌输使

护生缺乏思考空间*而人文课程大多内容枯燥#很难激发护生

学习兴趣$护理教育者应重视-学生主体地位.#探索有效的教

学形式$干预后观察组人文关怀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提示小组研究性学习有助于提高护生关怀能力$研究

性学习也称主题研究)项目学习#泛指一切学生探究问题的学

习方式&

(

'

$

"+

世纪
,+

年代以来#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英国等国家的医学教育中逐渐应用&

'

'

#

"+++

年开始传入我

国&

$

'

$教育部!教高&

"++(

'

!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

*

'

$

研究性学习可以加强护生对护理专业的认识#加深对人文

关怀的理解$护生在确定研究主题后即展开讨论#通过查阅文

献#调查实践解决问题$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护生彼此交换信

息#不断表达个人观点#在肯定和反驳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

认识$小组研究性学习把枯燥乏味的知识变得灵活有趣#提高

了学习兴趣#护生在碰撞和交锋中也收获了珍贵的友情$

研究性学习活跃课堂气氛#促进良好师生关系的形成$

7BLS

&

,

'调查发现学生受教育期间#对其关怀能力影响最大的是

教师的关怀榜样作用$教师是学生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是护生

身边-接地气的护理典范.$研究性学习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

传授者还是小组研究的参与者#师生关系由传统的权威服从变

为新型的民主和谐$教师的职业态度)专业素质对护生产生润

物无声的影响#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呵护让护生感受到人性的温

暖#才能培养出具有关怀品质的学生$

研究性学习提高了护生的综合素质$学生在知识准备中

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在辨别真伪)去粗取精中学会分析问题#

抓住关键*在汇报环节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为了使汇报成果更加完美#她们反复排练#精益求精#体现了良

好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人文关怀是道德品质的一种#

]B4CH=?

&

!+

'认为-关怀不是靠

讲授的#而是被感染的.$人文关怀教育应渗透到护生学习生

活的每一个过程$课题组通过第二课堂扩大教学空间*带领护

生到社区开展义诊)宣教*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建立护理雕塑

园$各种实践活动对护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护生通过自身

感动#展现人文品质#提高关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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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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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是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外语为主的一种教学方法#

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是了解医学最新知识发

展动态的有效方式#培养国际型医学人才的有效手段&

!;"

'

$教

育部
"++!

年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

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的要求.#学校各系部相继开展双

语教学$+牙周病学,本校从未探索过双语教学模式#为了提高

学生自学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本课题组尝试对在校
"+!+

级

本科生开展+牙周病学,双语教学#这对口腔系开展全英文教学

是较好的初探#也为后续建立一套可循)逐步增加课时的双语

教学模式积累了经验$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校口腔医学系
"+!+

级大三学生
'-

名#理论课选择慢性牙周炎和慢性龈炎两章节两次理论课共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

"+!-

年四川省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

"+!-;%;-'

"*

"+!(

年川北医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

"$

!

作者简介'

吴艳!

!,*%E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口腔医学教育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9;/C=4

(

!"!-,!-%,%

$RR

&L3/

$



学时占总学时的
!

%

!+

#将
'-

名学生分为#双语教学组)传统模

式组共
"

个团队$双语教学组
%+

人#传统模式组
%-

人!筛选

时对没有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的
-

名学生自动分入传统模式组#

平时成绩两组无差异"$

@&!

!

教学方法
!

授课老师课前集体备课#准备理论课课件)教

学大纲)讲稿和临床病例资料#病例资料为慢性牙周炎和慢性

牙龈炎病例各
!

例#均收集完整资料!口内相)

\

线片)牙齿模

型)牙周检查资料"#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对慢性牙周炎和慢性

牙龈炎的临床操作录像$双语教学的课件主要为英语课件#部

分专业词汇附中文解释$带教双语教学的老师为
!

名外籍教

师和
!

名有国外学习经历的中教$

@&!&@

!

双语教学组
!

双语教学组学生均在
!

个月前每天听全

英文
778

)

cY6

广播
%+/=@

#每天记忆
(

个牙周病学专业词汇

!词汇由授课教师提供"#每周由双语教学教师组织大家英语交

流
+&(J

$课前
!

周老师要求学生预习慢性牙周炎和慢性牙龈

炎章节#并自学两章节的专业英文词汇及英文讲稿#告知学生

重难点$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提前查阅资料了解两种疾病国外

原版教材的英文阐述方法$课前学生填写问卷调查表#理论课

时学生和教师充分互动#教师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用英语结合

多媒体英文课件)临床图片和病例资料)视频讲解两节基础知

识#学生难听懂的地方中文老师做翻译$理论课结束后放映临

床治疗录像$请学生英文阐述对疾病的认识#提出自己的见解

并讨论#由中国教师对本次课程用中文总结和评价#两次双语

教学完成后再次对学生问卷调查$

@&!&!

!

传统模式组
!

传统模式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教师告知

学生教学重难点#学生课前
!

周预习相关学习内容#并发放授

课内容的提纲!标注难重点"$授课时以老师中文讲解为主#学

生传统提问式为辅#教师仍用多媒体英文课件#课后对教学内

容总结$

@&"

!

效果评估
!

理论考试考核(所有同学理论考试均由客观

题和主观题组成!共
"+

分"#客观题由牙周考试试题库随机调

取#主要内容为慢性牙周炎和慢性牙龈炎的基础知识#少部分

涉及两章节教学大纲外的内容!占总成绩
(#

"$问卷调查表

评估内容(了解学生对双语教学的认识*是否对专业学习有帮

助*是否有助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是否改变学生对英语

学习的认知等$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ATT!$&+

统计软件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

示#检验水准
!

Z+&+(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双语教学组和传统模式组牙周理论考试成绩
!

双语教学

组的牙周病学理论考试成绩为!

!*&+'.!&+(

"分#优于传统模

式组!

!$&'(."&+'

"分#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双语教学组问卷调查分析
!

本次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

份#仅过四级的学生中课前问卷调查仅
''&$#

认为有开课

必要性#课后
*%&%#

的学生认为有开课必要性#四级和六级均

考过的学生有
(+#

课前认为有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课后

''&$#

认为有必要开展*课前有
''&$#

喜欢双语教学#

$%&%#

认为双语教学提高了学习积极性#教学方式较前沿#而课后人

数增加为
,'&$#

*课前
$+#

认为双语教学提高学习主动性*

(+&+#

的学生对英语学习有全新的认知改变#而课后人数增加

至
,%&%#

*课前问卷调查仅
-+#

认为双语教学能基本听懂#课

后增加至
''&$#

*

!'&$#

的学生课前认为能用英语基本交流#

课后人数增至
"*&!#

*课前仅
(+#

认为双语教学对专业有帮

助#而课后
*%&%#

认为双语教学有助于专业学习#见表
!

$

表
!

!!

双语教学组授课前后问卷调查分析表!

!

#

评价内容 客观评价指标 授课前 授课后

开课必要性 英语过四级
"+ "(

英语过六级
!( "+

教与学 提高学习积极性
"" ",

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 "*

喜欢双语教学方式
"+ ",

课堂教学内容较前沿
"" ",

课堂教学基本能听懂
!" "+

课堂教学中基本能交流
( !*

是否对专业学习有帮助
!( "(

对学习英语有全新的认知改变
!( "*

"

!

讨
!!

论

!!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上的交流主要使用英语#口

腔医学国际间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这对口腔专业人员英语理

解和听说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国内大部分老师和学生

在国际会议交流上#较少有人能完全听懂全英文口腔专业知

识#能用英语流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就更难&

-;(

'

$把英语

作为第一外语用于教学)临床是重要的教学任务$+牙周病学,

是口腔其他专业课的基础#其教学效果影响其他相关课程的学

习$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能力#课题组尝试英语外教采用

英文原版专业教材在课堂全英讲授#中文老师部分翻译的双语

教学模式&

'

'

$双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国

际前沿的医学知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感受双语教学的氛围#

能把英语作为一门基本交流工具用于日常生活学习是教学的

主要目标&

$;,

'

$

通过对两组学生考试成绩及问卷调查表的分析#双语教学

组的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更好#理论考试成绩稍高于对照组$

这可能是双语组学生为了听懂老师讲课#在课前
!

周开始预习

老师讲授的内容#对不懂的知识自主查漏补缺*对照组大多数

学生均是课堂听老师讲授#是否认真课前预习不得而知$在课

程设计时为避免双语教学组学生在英语授课模式下可能会影

响理论考试成绩#故课前授课教师在课前要求学生自主预习并

查阅资料#结果显示双语组成绩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这说明通过课前预习)课中讨论并结合临床资料)录像能够提

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掌握能力#学生在没有完全听懂教师的英文

表达可以根据语境和录像猜出老师的授课大意$问卷调查显

示双语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认为双语

教学这种教学方式较前沿#对专业课学习有帮助#大部分学生

能听懂双语教学内容且对学习英语的认知均改变$这说明通

过课前预习)课间结合英文
AAF

和视频#大部分学生都能适应

外籍教师双语教学的模式*部分同学已认识到英语不仅仅是通

过四六级考试#是为了学习国际先进的医学知识#和不同国家

的学者学术交流#阐述自己的见解&

!+

'

$本研究结果对继续开

展相关学科的双语教学#纳入更丰富的双语教学资源和方法#

探索适合本校学生的双语教学新模式具有积极的作用$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双语教学是提高学生对牙周病学的学习兴趣的有效的教

学方式&

!!

'

$目前为止仅对一届学生进行双语教学#还没有足

够的经验能用双语激发学生的思维$教师的双语教学水平)教

材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及师资的稳定性对双语教学的效果均受

影响&

!"

'

$怎样提高牙周病学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还需继续探

索和不断学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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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七年制医学教育已近
%+

年&

!

'

#广西医科大学七

年制临床医学招生已有
!+

余年历史$对于七年制医学生的培

养#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而该校基本情况与全国基本一致$

该校七年制研究生培养模式不是
()%

学术型或专业型模式#

而是
-)!)"

培养模式#即
-

年理论学习
)!

年第一附属医院

轮转实习
)"

年专业定向实习$放射治疗!放疗"科属于新兴

科室#无论是
-

年理论学习还是
!

年附属医院实习#七年制医

学生都对放疗知之甚少#而肿瘤医院属于专科医院#放疗技术

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放疗科作为肿瘤医院的主要

科室之一#因此肿瘤学专业的七年制研究生有到放疗科实习的

必要$由于七年制研究生轮转放疗科时间较短#面对这样一个

特殊群体的特殊情况#建立一套合理)规范的指标体系用于提

高七年制研究生在放疗科实习的临床技能是很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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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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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遴选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医师

作为
[B4

N

J=

法!德尔菲法"的对象$纳入标准(!

!

"本科以上学

历*!

"

"

"

年以上教学经历#!

%

"

"

年以上放疗科工作经验*!

-

"愿

意参与本研究$

@&!

!

方法

@&!&@

!

文献查阅法参考前人的总结经验拟定初步的评价指

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
!

本研究通过该校图书馆)中国知网)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互联网等渠道#搜集有关七年制研

究生临床实际能力考核的相关文件)期刊和书籍$

@&!&!

!

评价指标的制订
!

专家访谈法选择从事放疗专业并具

备医学研究生教育经验的资深专家进行访谈#共同修改通过文

献查阅法初步制订的评价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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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N

J=

法
!

根据
[B4

N

J=

法原则制定调查问卷并选择

适合本研究的专家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行问卷调

查#分析第
!

轮问卷#按均数须大于
%&(

且变异系数须小于

+&"

&

"

'及结合专家意见的标准筛选指标$编制第
"

轮问卷#同

样的方法淘汰不符合筛选标准的指标#最终通过两轮专家咨

询#建立七年制研究生在放疗科实习技能评价指标体系$第
!

轮问卷调查采用亲自发放#亲自说明调查背景#亲自回收#同科

室专家调查时间间隔的方式#第
"

轮采用
9/C=4

发放形式$

@&"

!

层次分析法!

60A

"

!

根据德尔菲法筛选出的指标体系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采用
TCII

G

教授提出的
!

#

,

标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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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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