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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预防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实践性较强。传统教学模式以理论讲授多、实践训练少，不利于学

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如何构建既能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能锻炼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新教学模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项目教学主要通过具体项目来组织教学，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来开展，形式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但项目教学需要经费支持。第二课堂项目开展形式与项目教学类似，不仅能为教学项目提供经费支持，还能很好地弥补

第一课堂的不足，极大扩展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教学手段。综合应用第二课堂和项目教学为职

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文章总结了一些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中应用“第二课堂 + 项目教学”

模式的体会，为今后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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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ject teaching mode plus extracurricular teaching i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teaching
MA Junxiang，GUO Caixia，TIAN Lin，GAO Ai，NIU Piye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69，China)

Abstract: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is a main sub-disciplin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Traditional teaching，with
more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less practical training，is not conduct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hands-on ability． Therefore，how
to construct a new teaching model that can not only allow student to learn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exercise their practical operat-
ing skills is an urgent problem needed to be solved． Project teaching is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ethod through specific projects in
various forms． However，its disadvantage is that the project teaching needs financial support． Similarly，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u-
niversities are also indispensable teaching content for quality education，which not only can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eaching pro-
jects，but also can make up for the weaknesses of " first class" and greatly increase the time and space for students’learning． This ar-
ticle summarizes some of the experiences of project teaching model plu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teach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eaching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in future．
Key word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project teach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预防

医学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作业环境中有害因素对

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并对这些有害因素进行识别、评
价和控制。以往的教学方式大多由教师讲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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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被动接受，教学过程中虽有学生参与提问或讨

论环节，但话题大多由教师事先设定好，所涉及知识

多局限于教材，不利于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培

养［1］。因此，如何有效地增强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项目教学是通过一个完整的项目来开展教学活

动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主要由教学内容、活动、情
境和结果四个部分构成［2］。学生全程参与项目的

实施，包括项目的选题、设计、开展和总结分析等，整

个过程都以实践为导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利于教学质量的

提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仅激发了学生主动获

取知识和技能的兴趣，还培养了学生运用理论知识

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为解决项目教学的

经费问题，作者巧妙地将第二课堂与项目教学融合

并应用于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教学中，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第二课堂 + 项目教学”模式既弥

补了理论课的某些不足，又活跃了课堂气氛，有利于

学生主动积极性的提高。此外，项目的实施过程同

时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又锻炼了他们的

实践能力，比如团队协作、沟通交流、表达等能力的

培养［4，5］。

1 “第二课堂 +项目教学”模式说明

1． 1 项目教学 项目教学方法最早源于德国职业

教育领域，主要依赖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和情境学习理论。项目教学是教师和学生

都围绕一个具体的项目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主要

分为内容、情境、过程和总结评价四个部分［2］。在

项目教学过程中，可能要用到多学科的知识，不仅要

求老师使用多种技术来传授知识，而且要求学生以

合作的方式来开展项目、解决问题，而且评价形式多

样性。所以，项目教学不仅对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和

真实性提出挑战，而且对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和探究

性也提出要求。由于在项目开展过程中需要把一个

完整的项目分解为多个相互既独立又联系密切的部

分，包括文献资料的检索、方案的设计与实施、结果

的整理与评价等，然后交由具体的学生独立完成。
所以，项目教学不仅增加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融会

贯通，还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 有利于把传

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甚至为了探

究问题的解决办法需要学生自己根据已学知识来构

建新的理论或方法体系。而在此过程中，教师只起

到咨询、引导和解惑的作用［4，5］，充分体现了以项目

为媒介、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特点，通过项目

实施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
1． 2 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相对于第一课堂 ( 课

堂教学) 而言的，在教学计划规定课程之外，在学校

资助和教师引导下，利用课堂教学外的时间，通过组

织集体活动而开展与课堂教学相关的教学活动［6］。
但第二课堂教学内容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形式

活泼、多样，时间和场景可自由选择，而且无需考试，

所以第二课堂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学习氛围和

空间［7］。第二课堂通常选择常见的、学生较为熟悉

和感兴趣的主题，但这些主题需要与人才培养目标

紧密结合。在第二课堂开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性、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同时对学生提

出适当的要求，这样才能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

延伸和拓展了课堂教学［8］。
1． 3 项目教学和第二课堂联系密切 经过近几年

的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实践，笔者发现结合第

二课堂开展项目教学效果很好，二者有机结合、相互

补充、相得益彰。第二课堂为项目教学提供了坚实

的经费支持和真实的场景; 项目教学反过来充实和

丰富了第二课堂。

2 “第二课堂 +项目教学”模式在职业卫生与职业

医学教学中的组织实施

项目教学的开展需要一定预防医学专业知识，

因此，参与对象主要选择大三和大四的预防医学本

科生。由于项目教学的时间、情境比较灵活多样，我

们也灵活采用了微信群、微课、微视频等多种移动学

习的方式，不仅能让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提问，还可

以让老师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
2． 1 项目的选题 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笔者发现

选题对教学效果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选题不仅要能

引起学生的兴趣，还要让学生能通过自己所学的专

业知识来解决。所以选题一般应与当下热点公共卫

生问题密切相关，且具有探讨性［2］。例如当人们疯

传手机辐射能致癌，学生也感到人人自危时，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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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引导学生以手机辐射为选题。又例如当雾霾来

袭，全民武装戴口罩时，也可以及时引导学生思考职

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中的粉尘与雾霾的区别和联系?

能否用评价粉尘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来评价雾霾的危

害? 让学生围绕这些问题查阅文献，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全方位思考，然后运用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设计调查表或

研究方案，最后用恰当的统计学方法进行评价和分

析。既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也锻炼了

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让学生用自己的研究结果来回答他们自己心中的

疑惑［3］。
2． 2 项目研究方案的设计 在完成选题后，根据研

究目标设置合理的研究方案，既要做到方案的可行

性，也要保证方案的严谨性。引导学生围绕目标查

阅文献，制定合理的研究方案。在制定方案时，要及

时提醒学生要灵活运用所学的职业流行病学方面的

知识，综合运用调查问卷和现场调查。现场调查的

设计不仅要考虑检测指标的代表性和重复性、影响

检测的其他因素( 地点、时间、季节性等) 、检测仪器

情况及所选指标的灵敏性和特异性等，还要考虑调

查表问题的设置是否得当、全面、用语是否规范，以

及调查表中相关指标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问题等。在

开始正式调查前，还要开展预调查，通过预调查可以

及时发现调查表存在的问题。此外，还要引导学生

相互监督，确保每个学生都已掌握了项目所需仪器

的正确使用方法等。
2． 3 项目开展 根据项目研究方案，学生根据兴趣

自行分工，老师在整个过程中只给予指导，对于学生

没有发现的漏洞要及时提醒，通过引导学生思考，让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样品的采集

和检测时，要提醒学生先掌握检测方法的原理和注

意事项，特别是内参或对照的设置、检测指标的特异

性和灵敏性; 至于如何设置对照以及对照的标准需

要学生自己查阅文献资料。一个项目可以分为若干

小项目，而且每个小项目需要 1 － 3 名学生相互协作

完成，因此，项目的实施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也培养了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与传统

课题教学相比，项目教学比较灵活，但是需要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也相对较多、难度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

局限于教材，所以对教师的能力和专业知识也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4］。
2． 4 结果评价 项目教学的考核方式是灵活多样

的，学生可以用多媒体幻灯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调

查结果，也可以把研究结果总结分析后撰写成一篇

论文发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一些合

理的建议。比如可根据对手机辐射健康危害的调查

结果，把预防手机辐射危害的预防性措施或建议制

成宣传页或海报，进行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因此，考

核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小小的项目让学

生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锻炼了他们的

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他们

创新意识，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
2． 5 注意事项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

问题:①选题不要太难，尽量引导学生选择实际生活

中常见的、与目前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的

话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不能明确提出某个

主题，只能引导学生来思考，否则会禁锢学生的思

维，也就不能体现项目教学的实践性、探究性和开放

性。②项目教学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

项目教学一定要与案例教学区分开来: 案例教学侧

重的是模仿、由此及彼的推理; 而项目教学注重的是

创新，让学生用所学知识构建新的知识体系，通过实

践解决一个新的问题，然后把创新应用到实际生活

中。③要体现项目的真实性: 项目的选题是真实的

并非模拟的，所以一般要求选题要尽量贴近学生日

后从事的工作。只有让学生在项目的选题、设计、分
工协作及评价中找到真实感，才能有效激发学生学

习的热情和动力。④项目的设计要着重体现对学生

专业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并非是通过

“项目”来验证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而需要鼓励学

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多学科专业知识，创新性地构建

一个新的方案或体系来回答或解决工作或生活中一

个真实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可能还需要统筹运用课

内、课外、移动学习等多个平台，所以项目方案的设

计要体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创新性运用。⑤项目教

学也要体现探究性，并非对已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技

能的简单应用。在实践过程中要体现一定的难度，

要求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 ( 例如知识的转变、整

合构建或延伸性的理解等) 通过质疑、调查研究、分
析探究等环节来解决一个有一定难度的真实性问

题。同时探究性还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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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的，根据对调研结果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评

价可能是出人意料的。⑥项目的评价形式虽然多样

化，但也要切记项目必须要有可评价原则，恰当的评

价不仅能及时纠正偏差，还能强化自信、增加动力。
⑦教师在引导学生思考时要把握好度，老师只是引

导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不要轻易评判学生的对与

错，因为项目教学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课题，在保证

学生的讨论不偏离主题的前提下，尽量给学生提供

讨论的时间和机会［2，3，9］。

3 教学效果

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提出在职业卫生与

职业医学教学过程中采用“第二课堂 + 项目教学”
模式。整个教学过程都需要老师与学生的积极参

与，充分体现了学生与老师的双向互动性。教师不

再是知识的传播者，而是教学的引导者、组织者、解
惑者; 学生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教学的

主体、知识的重新构建者。依托于第二课堂的项目

教学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对知识

的理解和运用，又培养了学生创新意识、团队协作能

力、沟通交流能力等，教学效果非常好，值得推广。
“第二课堂 + 项目教学”模式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

学中的应用，有利于提高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课程

的教学质量、培养预防医学本科生创新思维和其他

综合素质，该教学方法对于预防医学专业其他课程

的教学也具有一定的辐射、推广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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