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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是美国医学教育的基

本点%是一种比较成功和有特色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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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美国加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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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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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

间%通过与美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广泛接触%亲身感

受到了中国医学教育与美国医学教育的差别%认为

我国目前传统的医学教育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

差别%主要表现在我国目前的教育模式从小学到大

学%仍然为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即,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自我表现%自我创

新的机会&这在医学教育中表现尤其明显%学生很

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理解所学内容%为了考试去死记

硬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高分低能%而很多

有创造性的医学人才也不能脱颖而出&在美国笔者

所在的大学%在生物和医学研究方面%有
(

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笔者感觉我们很多硬件并不逊于国外大

学%而我们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呢3 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缺乏独立创造

能力%在素质和能力方面远逊于国外大学&

鉴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存在很多弊

端%笔者在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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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临床医学
+

年制
(#

名学生

的传染病学临床教学中%大力推行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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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改为床旁教学

临床医学是直接面对患者的实践学科%让学生

尽可能多地接触患者%一方面%可以极大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自主完成采集病史+体格检查%将单调

的书本知识学习转变为灵活生动的实例学习(另一

方面%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热爱患者+理解患者+帮助

患者的理念%增强医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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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体教学改为小组教学-分散教学

将学生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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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一组%每组为一个独立单

位%小组成员在临床见习过程中%从采集病史+体格

检查到病情总结发言有不同的分工&完成床旁病史

采集+体格检查后%首先小组内成员进行自由讨论%

给出诊断依据和诊疗计划%然后再与其他组共同讨

论&小组成员和不同小组既有分工%也有协作%每一

名学生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既培养了学

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如何看待不同意

见%以及与团队的团结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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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以问题为中心+的临床教学模式

以问题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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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P

$

教学法在美国医学院校已广泛采用%在国内各大医

学院校也得到了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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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发热待查教学

过程中采用了
JHP

教学%将病案完全交给学生去讨

论%将讨论的内容变成问题提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

思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有效地培养

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主动学习能力+利用信息资源能

力和对发热待查的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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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课外科研活动.让学生参与临床科研工作

临床科研能力也是临床医生所应具备的一项必

需技能%美国临床医生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临床科研

能力%能发表高质量的临床科研论文&而临床科研

是我国临床医生的一大缺陷%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

际上的学术水平%因此%很有必要加强医学生临床科

研技能&我们组织了
%"

名学生参与课余科研小组%

让他们直接参与科研全过程%包括课题设计+数据收

集+统计学处理和论文写作+投稿%使学生临床科研

能力得到了全面的训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
%"

名学生和教师为作者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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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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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接受%该论文同时被亚太肝病年会和欧

洲肝病年会两大国际肝病年会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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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

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广泛地学习专业知识%我们

除了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外%还给学生布置了目前非

常前沿和领先的热点问题%如乙型肝炎慢性化机制+

核苷类药物耐药机制+人工肝研究进展+乙型肝炎与

肝细胞癌等%并与来自非洲塞内加尔共和国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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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就艾滋病和乙型肝炎等课题

进行了学术交流%培养学生追踪国际最新进展和学

术交流的能力&

通过以上措施%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得到了提

高%传染病学理论考试水平也不亚于往届
+

年制学

生和在其他附属医院学习的同届
+

年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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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医学人才应当是具有创新性和高素

质的医学人才%我们的人才培养应该适应新的要求%

不断革新我们现有的陈旧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模式%

全方位培养医学生的多种能力%让他们能够与国际

先进水平接轨%为我国未来的医学事业的发展储备

有力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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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甲型
M%G%

流感的

症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咳嗽礼节知晓率非常低%

低于其他城市所做调查的知晓率&其原因主要是基

层医院门诊患者以农民居多%而农村是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防控工作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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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患者大多文化

水平低%卫生习惯较差%接受信息渠道单一%主要通

过电视了解甲型
M%G%

流感防控知识&这与刘伟

等!

!

"报道一致&此外%调查对象认为此次疫情主要

在国外大城市%没有危机意识&调查中还发现%预防

措施相对知晓率比较高%作进一步调查%获知主要原

因为电视广告宣传&提示基层医院对就诊患者甲型

M%G%

流感防控知识的宣传%应充分考虑到文化水

平低及防控知识知晓率低这些特点%加大健康教育

力度%并且方式上不宜以简单的文字形式为主%应多

以直观的宣传画和影音资料为主%以倡导行为方式

改变为主&

基层医院的甲型
M%G%

流感疫情防控应充分

了解就诊患者的防控知识知晓情况%针对性制订医

院防控措施%更好地贯彻执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完善甲型
M%G%

流感防控措施的通知*精神(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倡来院就诊的患者注意个

人卫生%及时发现病例%减少其在院活动范围%控制

传染源(不但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本地区甲型

M%G%

流感疫情%而且应最大程度地节约医院防控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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