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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设置体系进行初步探

索)建立了专门的师资队伍和管理制度*评价体系#整合课程

主要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体结构与功能基础部分,#

主要包括三大板块!$

$

&人体形态学概论$整合了系统解剖学*

局部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组织胚胎学*病理学总论部分&%$

1

&

人体机能学概论$整合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总论部

分&%$

'

&分子与细胞$整合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病理学分论部分&)第二阶段为+人体器官系统的结构功能

与疾病部分,#支撑起整合课程的主体结构+

(i$

整合课程体

系,)节约了授课时间#减少了理论课课时#增加了实验操作时

间#深化了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增加了
4bW

和
54

教学经验#

受到学生和老师的一致好评)目前本校编撰的由人民卫生出

版社出版的一套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材已经接近尾声#相信对

促进我国器官系统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

C

!

小
!!

结

!!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打破传统学科间界限#增强各学科间的交叉联系#对资源进

行有效的整合#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提高学生知识的系统性

及全面性#增强其适应临床实践工作的能力)但目前国内的医

学教育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医学课程整合也仅仅局限于单个

器官系统的整合#还需要积极的探索#实现各个器官系统间的

有机整合#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满足越来越复杂的医疗服

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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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的医学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培养出大批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人民健康需要的医

务工作者)但是#我国医学院校在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型

医学人才方面可谓是不尽如人意)而创新型医学人才恰恰是

推动医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

$.1

(

)在教育全球化的今天#要

想不落后于时代#惟有进一步加强创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发

人深省的+钱学森之问,#更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创新型人才

培养的关注与思考'

'

(

)结合国内外医学院校的教学改革成果

和第四军医大学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笔者对创新型

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进行初步探讨#报道如下)

?

!

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的内涵

!!

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是指富于开拓性*具有创造能力#能

开创新局面#能对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临床医学工作

者'

0.2

(

)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学识渊博)首

先#创新型临床医学工作者必须具有渊博的医学专业知识及熟

练的临床实践技能)这是他们作为医生的第一身份所决定的)

其次#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还必须拥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知识)

临床医学研究的是人的疾病#服务的对象是人#兼具社会科学的

特征)因此#不但要掌握好生理*病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等医学知识#还必需了解和熟悉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人文学

科的内容)再次#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还应该了解和熟悉物理*

化学*生物*数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前沿进展#并做到融会贯

通)惟有如此#创新型医学工作者才会在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中

更多地迸发出思维的火花#推陈出新#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

(

)

创新型医学人才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一方面#他们能够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能运用临床

研究或基础医学实验的方法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能追踪基础

医学和相关学科的进展#善于把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提

高预防和诊治疾病的水平)

@

!

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学改革和实践

!!

在第四军医大学的本科生教学中坚持宽口径*厚基础*强

能力*重创新的培养理念%在加强医学知识传授的同时#重视学

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注意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在课程设置上#本校精简和浓缩必修课#增加选修课门类#

构建了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保证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

结构并掌握基本的知识整合能力%同时实行一系列的措施提高

$)/$

重庆医学
1%$-

年
2

月第
0)

卷第
$'

期



学生的创新能力#如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安排学生早期

接触临床#引导开展科研实验#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等)抽样调

查显示#改革后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率平均

提高
1&$Y

#优良率提高
)&(Y

#毕业考试平均成绩提高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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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课程设置 重视学生的知识整合能力的培养
!

创新

型临床医学人才#应当具有较强的知识整合能力)这要求在教

学的过程中必须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但是#目前国内

课程设置多以学科为中心#这种课程体系过于强调某一学科理

论的系统性#而相对割裂了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相反#

近年兴起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则可以把基础和临

床的知识横向及纵向有机联系起来#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人体

和疾病#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综合把握知识的能力'

-./

(

)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较早开展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

实践#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学生较传统教学组具有更强的知识

整合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

)

本校的教学改革实践也证明了上述结论)从
1%%%

年开

始#本校历时
/

年构建了一个有
$/%%

门医学课程的医学信息

库#开发了一个包括门户网站*应用系统和信息资源的教学软

件平台#形成了具有医学特色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并首次通过信

息化教学#广泛开展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实现了老师

导学和学生自学的教育理念)实施新课程改革措施以来#本校

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不但进一步提高了学习成绩#而且参加国

家*军队等各层次的科研项目人次较之前提高了
$2Y

#自主完

成课外科研和实验项目数增加了
1)Y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培养创新思维
!

创新型临床

医学人才的培养#呼唤富有活力的教学模式)目前#大部分医

学院校的教学模式仍是+以教师为中心,)该模式下的教学以

传统的大班教学和讲座为主#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

注#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

)与此同时#部分院校开启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改革#注意综合运用
4bW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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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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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

$

BA=K.M=+A!>A=I,#,

H

&等多种教学方

法#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1

(

)笔者借鉴了国内外医学院校教学改革经验并结合本

校实际情况#开展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4bW

&%通过把每一

个知识点隐藏在问题的后面#教学中学生能积极与老师交流探

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但学习了相关的知识#而且训练了

逻辑推理能力#启发了创新思维'

$'

(

)

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培训其创新性思

维)所谓的创新性思维#指的是一种开创人类认识新领域和人

类认识新成果的思维活动)有研究发现#创新性思维可以通过

培训而获得'

$0

(

)在临床教学中#本校注意培养学生的怀疑精

神#通过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等方法培养创新思

维)例如#胸膜疾病的诊断在临床上是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

一般的胸膜疾病#通过胸部
6<

*

4T<.6<

*

O:P

等影像学方法

可查明大致病变部位#通过检查胸腔积液常规*胸腔积液生化*

胸腔积液培养等检验方法则能进一步分析原因#而通过胸腔镜

检查*胸膜活检等可进一步明确病变性质)但是#在经过系列

的检查后#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胸膜疾病未得到明确诊断)而转

换一下思维#有时则可产生柳暗花明的效果)在疑难胸膜病变

的诊疗中#如把自发荧光技术与胸腔镜结合使用#利用荧光下

恶性病变呈现红色而正常组织呈现绿色的特性#可进一步提高

微小胸膜病变的检出率#最终在荧光引导下利用胸腔镜进行活

检而明确病因'

$2

(

)在上述教学过程中#笔者运用了启发式教

学#即从课程特点出发#通过合理编排和生动讲解#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和寻找解决之道#

最终达到+授之以渔,和进行创新思维训练的目的)除此以外#

笔者还开展了发现式教学法#即在教学中#老师与学生共同讨

论和探索#将传授知识过程变为教育研究过程#将被动学习转

变为自觉研究和模拟知识发生和发展过程#从而掌握科学思维

的基本方法)开展新教法以来#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较大的

提高)部分学生不但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且在第三届全国大学

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其

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0

项和三等奖
1

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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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临床实践 培养科研能力
!

创新思维始于实践#源于

问题#创新能力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更快更好地培养

出来)临床是临床医学生必须面对的实践#也是科学问题的来

源)陕西某大学的对照研究表明#早期接触临床不但能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

养临床思维和创新能力'

$)

(

)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学改革调查也

表明#实行把临床课程的课堂放到医院中和加大床旁教学的比

例等措施后#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均有了较大的提高)

综上所述#早期接触临床可以提高临床医学生发现问题的

敏感性)那么#如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呢0 早期接触科

研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检

索和阅读文献#可以训练学生获取信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在

设计课题的过程中#通过自主设计*开题论证和不断自我完善#

则可以培养缜密的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在验证

假设的实验中#通过动手操作#可以把理论与实际更好地结合

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并逐步培养其创新能力'

$-

(

)哈

尔滨医科大学的教学试验表明#早期接触过科研的学生具有更

严谨的科学思维*更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更好的动手能

力'

$-

(

)本校的教学实践也证实了科研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重要性)在教学中#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校

实行了本科生导师制度#鼓励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深入了解导

师的科研方向和需求#并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初步的科研活

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度以来#学有余力的学生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年来#本科学生累计发表科

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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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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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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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最高影响因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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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交流 开拓学术视野
!

1$

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竞

争的时代#而医学教育国际化则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发

展方向)面对挑战#只有迎头而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

培养出合格的医生和创新型人才)近年来第四军医大学在国

际交流与合作上投入了较大的精力#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学生的

国际化和教师的国际化#从而为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的成长提

供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学校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约翰1霍

普金斯大学等著名学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本科学生可以

通过答辩等形式获取学术交流的资格#研究生可以通过考取国

家公费留学和联合培养的途径实现留学海外的目标从而提升

科研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本校也通过多种形式充实教师队伍

和实现教师的国际化)首先#本校立足自身#鼓励学校的教师

和附属医院的医生通过海外攻读博士后*访问*进修等形式开阔

视野和提高医教研的能力)其次#通过聘请外籍老师任课*聘任

国际一流学者担当客座教授*邀请知名专家来校开展讲座和面

向社会招聘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拔尖人才等途径使教师

队伍进一步国际化#为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的成长增添助力)

A

!

结语与展望

!!

1$

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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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W#FA.BCIA=BA,#,

H

BCI"KM"B#GBCI"KM"G

?

B"

J

A,#G

J

DI

J

DI=

$

<<4

&

#,=

J

=B#A,B

Q#BC+#GS>AGA>>.CAK"

H

>"M#,6!#+A=+A

'

^

(

&;,,=>+7AK=.

B">

#

1%%'

#

/1

$

$$

&!

-%1.-%0&

'

(

(

["LA>>#TO

#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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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较大

的差距)因此#要立足高远*放眼世界#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

不断改革创新#加强对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

践)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推动临床医学向前发展#中国才能早

日跻身医学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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