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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和实用性很强的预防医学分支学科，实验教学是该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实

验教学多存在“复制”现象，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课题式教学是一种新的启发式教学模式，方式灵活多样，有利于培

养学生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文章总结了一些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实验教学中采用课题式教学法的体会，为今后职业卫

生与职业医学教学实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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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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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is a very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al subdisciplin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the experimental design，methods，procedures of teathers are alawys“copied”by students，which is
detriment to cultivation of students’innovative ability．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a new heuristic teaching model，very flexible，

helps to cultivate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experiences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adopted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which w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ex-
perimental teaching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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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预防医学的重要分支学

科，它主要研究作业环境中有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

的影响以及如何识别、评价和控制这些有害因素对

劳动者造成的不良影响。课程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很

强，内容共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后者主

要包括基础性实验、课程实习和毕业实习 3 个方面。
实验教学大多是以基础性实验( 验证性和演示性)

为主，结合理论课程而开设，在教学计划规定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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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方式大多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幻灯的

步骤“复制”性操作。学生虽然也参与了实验教学

活动，实质上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虽然也培养了

学生的实验能力，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

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 虽然完成了整个实验，

但对整个实验设计、方法、步骤只是简单“模仿”，只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

学生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验教学是教学的

重要环节，通过实验教学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掌握，也锻炼了他们实际动手能力、分析问题、
解决问 题 的 能 力，有 利 于 活 跃 思 维、提 高 创 新 能

力［1，2］。因此改变实验教学方式和手段，重视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和研究创新性实验，注重提高学生的

动手技能，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课题式教学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式，主要通

过课题的设定、解决方法的建议、学生的分组学习和

分组讨论以及共同讨论等形式，为学生创造一个基

于探讨问题和合作学习的开放的学习氛围［3，4］。课

题可以基于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相关知识点出发，

由教师引导学生确定选题并开展相关研究，学生在

研究过程中能够主动获取知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者将课题式教学方

法灵活应用于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实验教学中，引

导学生从身边的职业环境中选题、自己动手设计方

案、开展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本文采用的课题式教

学法是一种研究创新性实验，该教学方式能够活跃

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在设计方案、开
展研究的同时，既增加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锻炼了他们实际动手能力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又增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有利于协

作、交流、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升。
本文以物理性有害因素调查为实例进行课题式

教学的设计与实施［5 － 7］。

1 教学目的、内容和计划

本次课以 40 名预防医学本科生为授课对象( 6
学时) 。通过对作业环境中物理性有害因素调查的

设计和实施，让学生学会在一个给定的作业环境时，

如何选题、如何制定调查计划、制定好计划后如何实

施和评价，并根据评价的结果对所测定作业环境的

劳动者提出合理的防护建议。本次采用的是课题式

教学法，通过设置“我校校园中哪些场所中的哪些

物理性有害因素可能会影响职工健康”这一课题，

开展集体讨论、教师引导的方式进一步明确选题

( 选择合适的工作场所) ; 然后再分组深入讨论、集

中汇报的方式，由学生通过作业环境中物理性有害

因素调查完成这一课题。在这个课题开展过程中，

主要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大学校园内选择一个合适的

场所为作业环境，并选择恰当的物理因素调查方法，

进行调查表格的设计，并对调查结果进行评价和分

析。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多媒体的

优势，整合视频、动画、图片及案例等手段，给学生情

景再现典型职业场所中物理性有害因素暴露的图

片，通过与学生互动 (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参

与意识) ，引导学生思考作业环境中物理性有害因

素存在的特征、检测方法、指标及防护措施等。

2 教学组织

2． 1 课题导入 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复习物理性有

害因素的相关理论知识，同时借助多媒体手段，给学

生展现校园中常见的环境图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思维潜能，同时引导学生思考这些环境中可能

存在的物理性有害因素及其特征、强度、是否造成相

应的健康影响等问题，然后围绕这些问题设计出相

应的调查方案和问卷。如常见的物理性有害因素

( 气象条 件、噪 声、振 动、电 离 辐 射 与 非 电 离 辐 射

等) ，进而引导学生思考校园中哪些场所可能存在

这些物理性有害因素? 又有哪些职工暴露于这些因

素? 比如高温因素，涉及的作业场所和职工有在烈

日下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 除了高温因素，在校门口

执勤的保安还可能接触辐射因素( 红外线和紫外线

辐射及人行通道闸机发出的非电离辐射等) 、噪声

( 校门口外车道上来往的机动车产生的噪声) 等，然

后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评估上述职工暴露于这

些物理性有害因素的强度或剂量、长期暴露于该因

素后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健康损害? 针对所引起的健

康损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等，这些问题在

课题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的。那么反过来，也可以

用健康损害，如视频终端辐射 ( visual display termi-
nal，VDT) ，引导学生反思这种健康损伤可能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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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哪些物理性有害因素而引起的? 哪些职工易接

触 VDT? 经过讨论学生很快明确了 VDT 的职业性

有害因素有不良照明、非电离辐射、噪声、荧光屏毒

气以及不良的作业姿势等，而校园内暴露于这些因

素的职工显而易见就是教师。在选定教师这个职业

后还要反思，除了上述不良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

因素存在?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提示学生联想教师平

时的工作内容有哪些，都经常在哪些场所办公? 很

快学生会发现实验室的通风橱、实验过程中使用的

微波炉周围都存在物理性有害因素，如噪声、振动、
微波等。因此，为了课题设计的合理、完整，在课题

导入阶段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多方位

思考。
2． 2 课题设计 让学生根据所选定的工作场所的

情况开展调查的设计，然后根据实验教学中心物理

性有害因素检测仪器配备情况及所选指标的灵敏

性、特异性和调查表的问题是否恰当、规范等问题，

分组讨论汇报设计方案是否可行性，共分 4 组，每组

10 人，根据课题设计的需要进行不同的分工: 可选

出 1 名同学负责记录、整理大家的想法和建议及主

持讨论，2 名同学负责查阅文献资料，找出特异且灵

敏性的调查指标，2 名同学负责调查问卷的设计及

调查，2 名同学负责环境中的物理性有害因素指标

的检测，1 名同学负责阐述讨论和评价结果，1 名同

学负责最后答辩幻灯的制作，1 名同学负责综合论

文的撰写。组与组之间可以相互质疑和答疑。根据

集体讨论结果，最后确定现况职业流行病学法作为

调查方法［4］。
2． 3 课题实施 在开始正式的职业卫生调查前，先

在班级内开展一次预调查，4 人一组，其中 1 人为调

查员，1 人为调查对象，2 人负责检测环境中的物理

性有害因素。通过预调查可以检测调查表的问题设

置是否合适、全面，调查表的用语是否规范，调查表

中所采用的检测指标是否恰当、是否有遗漏、能否反

映作业场所的物理性有害因素暴露水平( 指标的灵

敏度和特异性问题) ，学生是否掌握了检测物理性

有害因素所用仪器的使用方法等。
2． 4 课题评价 分两个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评价:

一是物理性有害因素的检测结果是否超标; 二是调

查表中关于物理性有害因素对健康影响的指标是否

有异常、或这些健康异常是否与其所暴露的物理性有

害因素有关; 将上述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与我国

的相关物理性有害因素评价标准比较，如果我国尚未

制定相关卫生标准的，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相

关物理性有害因素评价标准相比较，并在比较分析的

基础上，通过查阅文献，开展相应的讨论，针对相应的

检测结果提出有效的预防性建议或措施。
最后指导学生将上述过程撰写成一篇完整的研

究论文，并按照科研论文的格式严格要求学生，内容

涵盖从课题设计、实施、评价及讨论阶段，对结果的

讨论要有文献支持。然后根据撰写的研究论文内容

制作成幻灯的形式进行组间交流。

3 注意事项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

选定的课题不要太难，尽量引导学生以职业为导向

来选择作业环境。以保安为例，分析其主要的作业

场所为学校东门口、北门口、图书馆门口等，再分析

这些场所中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发生源为人行通道闸

机，通过查阅人行通道闸机的工作原理发现可能存

在非电离辐射。此外，还要分析除非电离辐射之外，

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职业性有害因素? 比如露天执勤

的保安，还可能有高温 /低温、红外辐射、紫外辐射等

物理性有害因素，长时间站岗的保安是否会存在工

效学方面的问题等。这些职业或作业环境一定是学

生熟悉的，课题也一定是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能

够解决的，且对学生有启发作用。
其次，是教学过程中老师一定要正确的引导，尽

量鼓励学生去发现身边任何一个可能的作业环境，

然后引导他们去思考每个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物理性

有害因素，以及其他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在学生讨

论时，老师要做好及时的补充和归纳，尤其是在课题

设计过程中学生理解不了的重点和难点。这是对教

师智慧的挑战。此时教师不要着急进行讲解，应该

转变教学思路，将难点分解成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

小问题，从简单问题入手，引导学生去思考，逐一解

决小问题，然后归纳总结，从而找到解决难点问题的

途径和方法。
最后，要合理把握讨论的时间。课题式教学过

程中学生讨论的环节较多，一定要合理安排好讨论、
合作的时间: 时间太短会造成讨论不充分，影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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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 时间太长，则会影响教学进度，因此教师一

定要给学生提供一个恰当的讨论时间，让他们既有

机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也不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

从而提高团队合作学习的时效性。同时还要及时总

结: 在学生进行答辩时，教师要及时进行总结归纳，

进行必要的点评，对于优点一定要及时进行表扬，鼓

励大家学习; 对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也一定要提

醒学生注意，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4 教学效果

本次教学采用了课题式教学方法，在课题选

择 － 课题设计 － 课题实施 － 结果评价的过程中都是

以学生为主导来开展的，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又培养了学生分

析问题、归纳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交流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

果，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

学模式。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一门预防医学，而

预防医学的精髓就在于对健康损害的预防。让学生

认识到对健康损害的预防不仅存在于未来的工作

中，而且它就在我们身边的生活环境中。因此通过

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不仅了解了基本的科研思路，

锻炼了他们的科研动手能力; 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

际生活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预防的观念，提高了自

我预防意识。
课题式教学法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实验课程

中的应用，对于提高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课程的教

学质量和预防医学生的素质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该教学法对于预防医学专业其他课程实验教学

也具有一定的辐射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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