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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大多仍沿用+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即三段式教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实习#这种模式

不同学习阶段和不同学科间的教学缺乏系统性的规划管理#导

致学习内容分散#缺乏逻辑性#不但耗费了师资力量#还加重了

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利于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及创新能

力#阻碍了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探索医

学教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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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开始实施卓越医师教育培养

计划#我校作为首批入选国家+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

点高校#开始推行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教学改革模式'

)

(

)以传

统教学模式组为对照#在卓越医师教学改革组建立以器官系统

为主线的泌尿生殖系统教学改革体系#在教学内容和方法*师

资队伍的建设和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经

验#现总结如下)

=

!

以器官系统为主线泌尿生殖系统课程内容的整合

!!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发病人群多#其课程在理论及实践教

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1

(

)在传统教学模式组#该部分内容分

别在大一和大四进行讲解#把泌尿生殖系统的解剖*组织*生

理*病理等基础知识与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和

治疗等临床知识孤立地讲解#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造成知识

的脱节和课时的重复浪费#不利于学生的记忆及临床思维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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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卓越医师教学改革组#笔者以泌尿生殖

系统为主线#将与泌尿生殖系统相关的基础课程*儿科学*妇产

科学*肾内科学*泌尿外科学课程完全整合在一起#形成泌尿生

殖系统机构功能与疾病的一门课程#该课程包含泌尿*男性生

殖和女性生殖
)

个系统结构功能与疾病#以及与上述
)

个系统

都密切相关的人类生殖过程的生理与病理过程)在教学中#以

泌尿生殖系统为中心将上述
1

个内容融会贯通#进行多学科的

优化组合和交叉渗透#按照+从宏观到微观#从形态到功能#从

正常到异常#从病因到治疗#从理论到实践,的原则#即把泌尿

生殖系统解剖*生理*病理*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

断和鉴别诊断*治疗整合起来#形成
.1

个学时理论课和
KK

个

学时示教课)在此次教学改革过程中以器官系统为主线打破

了原有的学科设置#与传统教学模式组相比较#其更注重知识

的系统性#按系统授课#优化了课程结构#节约了学时#深受学

生好评#达到了预期教学目的#提高了教学效果)课程采用小

班+大课授课
g

小课示教,联合授课方式#分别由基础课*妇产

科学*肾内科学*泌尿外科学的老师教学#共同制定教学大纲及

授课教材#制定评定标准#采用多学科的综合教学#并以临床技

能实验教学中心为依托#开展基于问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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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及实践教学#全面推进泌尿生殖系统结构

功能与疾病整合课程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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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师资团队的建设

!!

在传统教学模式组#每一学科的教学仅由本专业的教师组

成师资团队按学科授课)但在卓越医师教学改革组#则是在教

学管理机构的组织下由基础和临床不同学科的中青年优秀教

师组成泌尿生殖系统教学改革工作小组#首先从师资结构上保

证了基础与临床各学科的整合)然后在课程负责人的领导下#

实行多学科整合泌尿生殖系统集体备课制度*主任听课制度*

同行听课制度#加强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和凝聚力)为了保证整

合师资认识统一*操作一致#以及整合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完整

性#在教务处的领导下#定期召开本学科组全体教师会议#布置

教学任务*讨论教学问题*交流心得体会*对学生反馈意见不断

改进)并请专家教授对卓越班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宣传多学科

整合的教学理念#培训教学方法#进行经验交流#使教师对这种

教学模式有更为系统而全面的了解#掌握卓越医师班教学目

的*形式*方法与技巧#使其找准多学科整合教学模式与教学效

果的结合点)督导专家组定期进行教学督导#对每位教师教学

情况进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教学管理部门进行归纳并反馈

给每位教师#对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提出表扬并组织教学组观

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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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系统多学科整合教学方法的改革

!!

传统教学模式组强调以学科的重要性*完整性为主#故其

教学方法的应用上存在局限性#不能以临床病例为主体#不能

突出强化器官系统的整体理念#不利于学生深化认识器官系统

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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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卓越医师教学改革组的泌尿生殖系统课程中#

采用早期接触临床的病例导入式
=D:

教学法进行教学改革)

=D:

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核心#进行启发式教学

和讨论式教学#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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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导入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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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

临床病例为引导#启发学生围绕病例讨论一系列问题#并研究

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其应用可提高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并增加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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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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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两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就形成了病例导入式
=D:

教学法#它

是以典型病例为先导#将病例导入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

具有情境化*思考性*整合性*主动性等教学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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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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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卓越医师班同学为例#在其泌尿生殖系统结构

功能与疾病课程中#当讲解完月经及妊娠生理后#将具体临床

疾病如闭经*功血*妊娠期高血压*前置胎盘*子宫颈癌*卵巢肿

瘤等的授课课堂由学校教学楼转移至病房#深入到床旁#采用

病例导入
=D:

教学模式授课)在上课前
#

周#教师在临床科

室选择合适的典型临床病例#在征求患者本人同意前提下#让

学生早期接触患者#从接诊*问诊*体格检查*妇科检查*辅助检

查*分析疾病特点*制订诊疗方案到实施治疗$包括手术&#使学

生对某一疾病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便于其将理论知识贯穿应

用于临床学习中)在此过程中教师收集照片*病历*检查结果*

手术录像及术后病检结果#制作示教片#建立临床病例资源库#

并根据教学目的制定形式多样的课堂问题#以诊断*鉴别诊断

和治疗为主#同时涉及基础知识#该教学模式的视角并非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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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临床#而是融合解剖*病理*病生等多学科内容#使学生

更全方位地了解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符合+以器官系统为主

线,课程设置的初衷)在结合病例进行授课后#让同学们分组

讨论#提出自己的难点*重点问题#尽可能做到人人有发言#把

学习问题引向深入的讨论#最后由教师点评*精讲和总结#达到

了同年级传统教学模式组所无法企及的教学效果#这种多学科

整合的教学方法更有利于高素质卓越医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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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器官系统为主线+泌尿生殖系统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的

建立

!!

在传统教学模式组#评价体系仅采用传统的终结性评价#

这种以考核知识记忆为主的评价体系#使得学生缺乏对系统知

识的认知和构建#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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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卓越医师教学改革组#为适应整合课程的教

学目标#建立了形成性评价$

K"N

&与终结性评价$

K"N

&相结合

的评价体系)其中形成性评价包括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

评价)每一种评价均设定标准#包括学习纪律*上课及课后提

问情况*主动学习和获得新知识能力*有无对自己的学习和人

生规划*对反馈意见的改进情况*医患沟通技能的运用情况*是

否按时完成各项任务*自我管理能力*自我反思能力*自我修

养*团队精神*互助精神*认同他人能力等等'

#!

(

)终结性评价

包括理论考试及临床技能操作考核两种方式'

#)

(

)理论考试从

题库中随机选题组卷#主要考察学生的临床思维过程#重点考

察学生临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病例处理的能力%临床技能

操作考核内容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等#均按照教

学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进行考核'

#)

(

)同时采用问卷调查了解

学生的学习满意度#获得该课程最佳的教学模式)课后调研显

示!卓越医师教学改革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比传统教学模式组

明显提高#这种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更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临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创新能力#更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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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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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重庆医科大学已形成比较完善*规范*系统的泌尿生

殖系统教学体系#并在卓越医师教改班进行试点#深受师生好

评#教学效果满意)这种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教学模式#强调

整体的以系统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强调培养学生沟通技巧和终

生学习技能#强调早接触临床#强调通识教育而非对事实性知

识的灌输#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学习效率#为更好

地培养创新型卓越医师人才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课程拼合

大于整合#缺乏配套教材#因师资力量的投入明显增加造成人

员相对欠缺等问题)如何进一步优化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教

学改革模式#尚待进一步探索)目前.泌尿生殖系统机构功能

与疾病/尚缺乏统一的配套教材#重庆医科大学联合人民卫生

出版社正在积极开展临床医学专业整合课程系列教材的编写

和慕课的建设)今后将进一步以泌尿生殖系统课程整合为基

础#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更完美的卓越医师人才培养模式#

围绕+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加强国际医学教育交流活动#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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