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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科室应该继续开展“三下乡”“义诊”等社会活动，使眼科

专业型研究生在社会实践中提高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了解自

身优势，看到自身人文素质的缺乏，从而主动弥补不足之处。通
过社会实践，研究生学会了承担责任与义务，掌握了与他人沟

通的方法和技巧，同时也激发了学习人文精神的积极性，使个

人素质得到提高。
3.4 营造校园人文素质教育氛围

高品位的校园文化及良好的教育氛围有利于研究生在耳

濡目染中接受人文教育的熏陶。学校要努力营造具有人文氛围

的校园环境，使研究生在良好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熏陶，

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同时要积极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活动，如举办文化艺术节、人文讲座、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

等，让研究生在实践中得到提高。
3.5 充分发挥导师的人文教化作用

古代的师者将“传道”置于应承担责任的首位，然后才是

“授业、解惑”，现代教师也应秉承“行为人师，学为示范”的座右

铭，对于承担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导师，这种责任显得尤为重

要。眼科专业型研究生导师也应在注重培养研究生人文精神的

同时注意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
综上所述，眼科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在眼科医师培养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加强业务素质教育外，人文素质的培

养也极为重要。医学不能没有科学技术，同样，医学也离不开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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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著名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首次提出“以学生为中

心”的观点[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高等教育应该“把学生

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点；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主要的和负责

的参与者，包括参与教育重大问题讨论、评估，课程及其内容改

革，制定政策与院校管理等”。首都医科大学已经启动的第四轮

教育教学改革目标中也提出“以学生学习成长为中心，比较彻

底地改变教师以知识传授为主、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实现

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预防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其主要

任务是让学生掌握识别、评价、预测和控制不良劳动条件对职

业人群健康影响的相关知识。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的

工作对综合素质（团队协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责任心）要求

较高，但是该专业学生除了半年的临床实习及半年的专业实习

外，接触实际工作的机会比起其他综合性大学的学生要少得

多，这必然造成培养综合素质的机会不多。“以学生的学为中

心”的教学方法必将为学生的成长及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更好

的平台。
1 充分利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资源，以学生的学习为中

心

要以学生为中心，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同时，教师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卫

生与职业医学教学资源，比如大量的国家级和省级的精品课

程、案例版教材（包括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材中的相关部

分）、电子书包及我们编写的案例资源库等。“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学习需求分析、学习动力和学习

能力分析，同时分析教学内容是否能够体现预防医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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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目标要求，清楚学生应该学什么，最后还要分析学生最

终能学到什么、考核方式是否合理等。通过分析影响教学效果

的诸多因素，合理有效地指导学生利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

相关教学资源，充分体现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
2 多种教学模式配合进行，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

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是培养学生的前提和基础，以学生的

发展为中心是培养学生的目的和要求，教育应立足于“以学生

发展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出：“教师

的职责应该是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越来越多地激励学生思

考。”教师要着眼于学生该学什么、需要怎样去学、最终学会了

什么，而不是教师教了什么，从而使教学真正建立在学生自主

活动和探索的基础之上，分析并掌握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强化

学生主体意识，发现并尊重学生个性。教师可以从主导者转变

为组织者或主持者角色，从学生学习需要的角度出发，帮助和

指导学生，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及心智等方面的发展[2-3]。目

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虽然有所改变，但是目前的一些

教学方式依然没有真正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现状。根本原

因是没有真正体现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平等关系，学生

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教师没有充分发掘和激发学生的潜能，没

有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负责、对自己的发展负责。因此，教

师要鼓励学生更主动、更广泛地参与教学过程，鼓励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互动互学，要打破传统的教学空间概念，使课堂从学

校和教师向社会延伸，向电子网络空间延伸[4]。教师要充分利用

现有的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网络精品课程、电子书包等资源，

通过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 Model）、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
行为导向教学和 Seminar 教学等教学模式，引导和鼓励学生根

据自己的兴趣参与到课外学习、职业卫生实践中去，促进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实现学生的发展。
3 发挥形成性评价优势，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发展

学生学业评价按照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可分为形成性评

价、诊断性评价、终结性评价。长期以来，终结性评价（期末的卷

面考试成绩）是我国教学中普遍实行的一种评价模式，客观性

强且操作简单，但该评价方式单一，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忽视了

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这一传统的学生

学业评价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课程教学

的需要。形成性评价又称过程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为
引导教学过程正确发展而对学生学习结果和教师教学效果采

取的评价方式。形成性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每名学生的

潜质，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形成性评价更加重视

教学、学习过程，使师生有效互动增加[5-6]。在形成性评价中，我

们采用多种途径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观察，比如小组 semi－
nar、课堂幻灯演示交流（需提前布置）、课堂讨论分析、调查问

卷、随堂测试、验证性实验、创新性实验和综合实验分析报告，

对学生掌握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课程知识的情况做出综合全

面的评价。形成性评价全面综合地考查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

况、学习态度、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

能力等诸多方面。我们将学生的平时成绩占期末最终成绩的比

例做了调整，使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科学结合，既注重对

结果的评价又注重对过程的评价。形成性评价会受到教师主观

性的影响，也会出现部分学生为增加平时成绩过于表现自己的

情况，这些不足之处还需要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通过深入研究

和探讨加以纠正。
4 实施翻转课堂，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实施翻转课堂前，需提前制作好相关内容的教学视频供

学生课前学习使用。同时，要准备职业卫生与职业病案例资源

包（如职业性铅中毒、汞中毒、苯中毒和矽肺的经典案例）、随堂

测验和阶段性测验的试题库。此外，翻转课堂实施前还需要有

整个课堂活动的实施方案。本文以职业性铅中毒为例来演示翻

转课堂的实施过程。首先，我们让学生自己观看职业性铅中毒

的理论课教学视频（可以借助现有的精品课和网络课），学生带

着学习后的知识和疑问进入课堂，授课开始前，用 5 分钟时间

让学生做 5 道关于职业性铅中毒内容的选择题和判断题，然

后用 10 分钟的时间针对学生的答案进行讲解和分析。接着，授

课教师用提前准备好的职业性铅中毒的实际案例与学生进行

互动分析，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并解答学生的疑问，在此过

程中（45 分钟），对学生的阐述和表达进行点评。随后，授课教

师给出拓展性问题让学生思考和解决，如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

为什么要禁止铅作业？学生充分讨论和阐述 15 分钟左右，授

课教师进行 10 分钟讲解和点评。从铅的作用机制进行阐述：铅

可以通过胎盘屏障和血脑屏障，而且铅可以通过乳汁排泄。让

学生思考并学以致用，同时用 5 分钟时间布置综合性和开放

性的问题让学生课后思考。如陕西凤翔儿童铅中毒事件的原因

及处理过程是什么？儿童铅中毒的诊断原则和治疗原则是什

么？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应该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挖掘自身

潜能，为自己的学习负责；教师应以学生为本，为学生主动学习

提供学业指导，实施形成性学业评价，做好学生的引路人，为学

生的成长成才起到主导作用[7]。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课程开展

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践充分利用了网络教学资源及案

例库来开展理论教学及预防医学综合性实验。通过职业卫生与

职业医学教学实践，辐射带动了预防医学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

改革和资源整合，对于全面提升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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