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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少年卫生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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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摘要]目的：探讨从教师教得如何这一角度转变为学牛学得如何的角度上来，把学生的学习放在首位。方法：鼓励学生参

与科技创新；改荸传统的教学手段，把原来相对独立的操作技能实验整合到《预防医学实验教程》中，增加了综合实验教学内

容。结果：通过吸收学生参与科研及实验教学的改革，逐渐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及综合实验能力；实现师生互动，有效地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结论：师生互动、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及实验整合对教学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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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ill of the course：“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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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ract]Objective：To transfer the lecture from teacher-oriented to student—oriented，focusing on students’performance．Methods：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cientific innovation；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ere reformed and operational skills

integrated witll Experimental Course of Preventive Medicine．Results：Students’innovation and research abilities were greatly elevated。

and they were more active by interacting with teachers．Conclusions：Teachers and students
7

interaction，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al integration a托beneficial to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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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少年卫生学(child and adloscent health)是

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也可以说是边缘学科，既与

其他学科内容互相渗透，又与其他学科有着广泛密

切的联系。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吸收运用其他各学

科的成就，注重本学科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学生的实

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才能收到较好的教学

效果，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现代教育

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的目标相背离。目

前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够，适

应不了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如何培养社会需

要的实践型和创新型人才?作为教师应该以教学改

革为切入点。为了配合学院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的教学改革计划，我们对《儿童少年卫生学》课程教

学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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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

1．1 整合资源，加强实践教学 近年来，儿童少年

卫生学实验教学条件不断完善，fEi仍存在一砦问题：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少；对学生来说，缺少创新探索

的机会，不利于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设计方

案等能力的培养；同时每次设置的实验内容相对简

单，一般为实验中最基本的实验操作技术。前后实

验项目之间大多缺乏横向联系和系统性。如何提高

实验课教学质量成为我们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鉴

于此种情况，本系在预防医学实验方面进行了行之

有效的教学改革，把预防医学专业课中的《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环境卫生

学》、《儿童少年卫生学》、《毒理学基础》和《流行病

学》等课程的实验课内容全部整合为一门《预防医

学实验教程》独立设置。《儿童少年卫生学》是预防

医学专业课，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塑造学生创新

精神，增强学生创新能力”，对教师和实验室也进行

了整合，把原来各自独立操作的《生长发育测量》、

《教育过程卫生评价》、《学校教室卫生学调查》等相

对简单的8次技能实验内容，整合为5次，并增开

2次《儿童智能测试与评价》和《儿童行为问题讨论

与评价》综合实习内容，即把原来相对独立的验证

性操作技能实验整合到《预防医学实验教程》中，增

加了综合实验教学内容；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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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把“儿童少年生长发育测量”一章，放到聋哑

学校及有关中小学进行实地测量，观察聋哑学生和

正常学生形态、功能和心理状况的指标有何不同，并

分析原因；“体育锻炼与健康”和“体育课卫生安全

评价”放在运动场上实地操作。

1．2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及科技创新，从教师和学生

两方面着手(1)通过教学改革，鼓励教师搞科研。

我室继2005年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课题“肥胖

对青少年血管硬化和脑血流动力学影响研究”的资

格之后，2008年又一次获国家“863计划”的分课题

《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量表》的应用研究和省教

育厅资助课题《营养型幼年肥胖雌性大鼠肺功能损

伤与leptin抵抗》。(2)老师带领学生参与科研活

动。2005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课题的学生

有6名，2008年参加“863计划”分课题的应用研究

的学生增至16名。据统计，近5年来，预防医学系

除2008级新生之外，其余三个年级中有近30％的

学生直接参与了教师科研课题。

1．3 改革传统的教学手段，实现师生互动⋯ 传

统的课堂教学由于板书空间、课堂教学时间等限制，

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受到一定限制。我们采取(1)多

媒体技术教学，教学信息量加大，声音、色彩、教学图

片的有机结合，在“教育过程卫生”一章穿插了电视

教学片；(2)重要知识点采取案例教学(case met

hods of teaching)的授课方法，“健康教育”一章采取

了案例教学授课方式。2007年，蚌埠医学院教学研

究项目《儿童少年卫生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立项，为了配合这个项目的实施，把名师的讲课也引

入到正常的教学活动中。2008年4月我们邀请了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社长袁长江编审为特聘副

教授，为2005级预防医学本科生采取了案例教学法

授课方式，对“健康教育”一章进行了讲解。

2结果

2．1 实验内容整合综合实验教学内容整合到

《预防医学试验教程》中，进行独立开课，可以有效

避免各门专业课之间缺少关联，教学内容重复，同时

有利于预防医学实验课之间的有机结合及学生的理

解掌握。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又培养了

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

生创新意识，而且使专业课更系统；实践教学是学校

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就

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悼J。《儿童少年生长发育测

量》进行实地测量，了解到聋哑学生和正常学生在

形态、功能和心理状况指标的不同，尤其是对聋哑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后发现，聋哑学生SCL-90

总分及总均分均远高于常模值，提示聋哑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较低；“体育锻炼与健康”在体育场上，理

论与实验融于一体，让学生熟悉常见运动损伤的应
急处理，了解体育锻炼对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

及教学中的健康分组及运动创伤的预防，增强学生

的参与意识，培养团体意识和拼搏精神，自觉遵守规

则的习惯。

2．2学生参与科研课题通过吸收学生参与科研

课题，逐渐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可使学生的学

习兴趣大大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增强。教研

活动的开展推动了教学改革，增加了教学方法的多

样性和教学手段的灵活性，同时通过查阅资料和借

鉴别人的教学成果，丰富了授课内容，使教师的教学

能力和教学效果得到不断提高。

2．3案例教学采取案例教学(case met hods of

teaching)的授课方法，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和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学一致反映案例教学法授课方式

是获得知识的较好渠道，明显优于从理论到理论的

教学方式。学生们建议以后多采用这样的教学方

法。另外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电化教学方式的有机

结合，可以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更好地加强课堂上

的教学互动。多媒体技术教学，信息昔大，声音、色

彩、教学图片的有机结合，且穿插了电视教学片，学

生反映很好，认为栩栩如生的讨论式的电视画面，增

加他们对这门课的兴趣，真正体现师生互动的乐趣，

也启迪学生的思考，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讨论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论及教学方法

时，主要是指教师教的方法，甚至是教师教知识、教

教科书的方法；组织观摩教学，也多是留意教师在怎

样教，引用了什么材料，采用了什么方法；即使是搞

一些教学实验，也难免从教师工作的角度出发，把学

生作为被试对象来探寻教师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和

方法。但是，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

问题，就是要把教师职业这一角色放在社会发展与

人才培养的大视野中来定位，从而使我们的教育教

学观念转变而注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具体地说，

就是要从教师教得如何这一角度，转变为学生学得

如何的角度上来，把学生的学习放在首位。着眼于

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

实践证明，由于对预防医学专业实验教学进行

改革，采取增加综合性实验，开放式实验教学，完善

实验考试，优化实验教学内容和强化综合实验技能

的训练，使实验教学和课堂教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为培养素质高、

 



综合能力强的有用人才提供了科学保证，是促进提

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而案例教学不

但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且更重视知识的应用p-。它

的实施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教师一统课堂的局面，

使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教学，充分体现了“主导一

主体”教学模式。

通过大学生参与本学科的科研实践活动是一条

本科教学与创新型科研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多赢之

路，加大开展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的力度，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对于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

有深远的意义。

另外，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H’5’的教学模式，正在新的教育理念

指导下，重新整合教学诸要素，以培养适合时代要求

的人才为目标，PBL将学习与更大的任务或问题挂

钩，使学习者投入于问题中；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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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以往被动接受知识的方式，而以主动探求的方式
进行资料的查找、知识的归纳整理，并能在组员间的

协作中完成学习任务，学习形式灵活。更具有创新意

识。PBL的教学模式对《儿童少年卫生学》课程教

学改革的作用我们将在以后的教学中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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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促进免疫学实验教学的研究

宋传旺

·医学教育·

[摘要】目的：探讨科研对免疫学实验教学的促进作用。方珐：采用讲授科研相关基本知识；用科研的方法做好实验课的预习；

用科研性思维进行实验内容的编排；通过实验讨论和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科研习惯并鼓励学生课外参加科研活动等方法

促进实验教学。结果：免疫学实验教学中采用科研方法，学生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和学习成绩提高。结论：免疫学实验课中引

入科研方法，可有效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关键词】科研；免疫学；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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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免疫学实验课讲授的方法一般是选择某一

种实验教材为蓝本，实验课教师先讲解实验原理、实

验方法，然后演示实验步骤，最后在带教老师的指导

和监督下，学生按实验教材所写操作步骤，按部就班

地重复实验，完全是一种“从教材中来，到教材中

去”的模式。对于这样一种实验教学模式，学生只

是机械地学习书本上和教师传授的有限知识，因而

表现出学习兴趣不浓厚，学习结束后印象不深刻、自

学能力差等问题。改变当前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学

生独立创新的能力以适应当前科技发展的要求显得

非常迫切。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院士曾经有过这样的

论述：“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

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国内外大量实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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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把科研融入到实验教学中对于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及动手操作能力具有显著作用⋯。因

此在免疫学实验教学中，如何把相关的科研知识融

人到实验课中，以提高实验教学效果，笔者进行了初

步尝试。现作报道。

l 实验课前。讲授科研相关基本知识

在正式实验课前，专门安排一节课讲授科学研

究的基本思维和方法，让学生对科研有一个基本的

了解，在这里，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科学研究者必备

的素质，培养学生敢于向教师提出问题，敢于向教科

书提出质疑的勇气和能力，提示学生通过实验课的

学习要获得严谨的学术态度，求实的实践精神和创

新的思维能力。向学生讲解科学研究所涉及的主要

环节，如科研选题、收集整理资料、提出假说、设计实

验验证假说，总结实验结果和撰写论文以及其他常

常碰到的问题，让学生对科研工作有一个总体和初

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