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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防原医学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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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防原医学是研究核武器及其他来源电离辐射损伤和防护的一门应用性学科，是军事预防医学的主要

课程。防原医学实验教学是引导学生从理论知识走向实践应用的重要桥梁。目前的防原医学实验课教学体系不能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如何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优化防原医学实验教学，

以培养适应未来战争卫勤保障的防原医学人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该文就如何提高防原医学实验教学效率，

建立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新型实验课教学体系，谈几点切身体会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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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原医学是研究战时核武器所致伤害的防护和救治以及

平时其他来源电离辐射损伤的医学防护问题，是军事预防医学

的主干学科，是预防医学专业的重要必修课之一［１２］。由于防

原医学的战略特殊性和平时核损伤的偶发性，学生接触放射损

伤的机会较少，这势必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

对于防原医学实验如何开设，如何提高学生的兴趣，如何有效

培养学生在核应急情况下的医学处置能力提出了挑战。就目

前而言，防原医学实验教学仍以教员讲解灌输，学生被动重复

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按教员的思维和示范去模仿操作，学习

兴趣不高，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传统的“灌输式”

教学从根本上禁锢了学生的思维，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弱化了

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学效果事倍功半。高等院校教育的关键在

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就如何提高防

原医学实验教学的效率，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谈几点切

身体会和思考。

１　重视实验课教学，加强教学组织安排

首先，要对实验课教学足够重视，具体体现在课时安排、教

学人员安排和教学装备配备等等。就笔者单位而言，防原医学

实验课与理论课学时比例达到１∶２，并且实验课均为小班授

课，授课人数在２０人左右，更有利于教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

动，也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场地开展实验。在教学人员安排

上，应当选派爱岗尽责、经验丰富、科研功底扎实的骨干力量担

任实验课教员。教员要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实验课的重要性，

精心备课。高等教育不同于初级教育的最主要原因是一堂课

所涵盖的知识量，前者远远是后者的几倍，这与高等教育的教

学特点是密不可分的。常言道，要给学生一杯水，你必须要有

一桶水。教员如果自身都对本学科领域知之甚少，那是不可能

把一堂课讲活、讲精彩的。一个人的教学水平是永远超不过他

的学术水平所限制的高度的。在实验课施教过程中，笔者单位

通常会安排综合素质强的一线科研人员进行带教。由于这些

教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自身研究经历相对丰

富，因而在实验课带教时能够更好地为学生展示本学科的研究

热点和前景，与实验内容有机结合，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由于诸多因素所限，实验教学设备一直以来都是实验课的软

肋，学生们数年甚至数十年都用着相同的陈旧设备，这些设备

往往与今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实际需要脱节，这必然将打

消学生的积极性。因此，除了配备一些常规设施装备，检验器

材外，本教研室还将大量新型的精密仪器设备引入到实验课程

中，例如中子伽玛能谱仪。这些仪器的引入，很好地激发了学

生的兴趣，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与他们今后的工作需要能够联

系起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２　引入ＰＢＬ教学法，结合专业特点优化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验证已知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探

索未知可能，其核心在于让学生真正去思考、设计、操作、分析。

那么如何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上述能力呢？笔者认为，要结合

专业特点精心选择实验内容，深入调研，制订适合岗位需求的

实验教学计划，并以适当的教学方法呈现出来。以问题为导向

的教学方法（ＰＢＬ）是１９６９年美国神经病学教授Ｂａｒｒｏｗ在加

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提出的一种教学

模式，目前已成为国际上一种十分流行的教学方法，近年来在

国内许多医学院校也相继开展了ＰＢＬ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３４］。传统的教学法即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ＬＢＬ）模式，

只是一厢情愿的“注入式”或“填鸭式”教学，忽视了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削弱了学生的好奇心，不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和创新精神。对于实验课而言，笔者认为尤其适用于ＰＢＬ教

学法，首先学生已经上完理论课，对理论知识有储备，其次实验

课都是小班教学且课时充足，能够顺利开展讨论、充分交流。

实验课不是实验操作课，掌握操作只是实验课目的的一部分，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教员把实验课内容

提炼出几个关键问题，以此为中心展开教学。例如，放射损伤

防治学要求学生能够在有放射性物质沾染的情况下进行检测

和评价，并制订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教员可以设置某种背景：

例如某地发生了核沾染或某区域发现了不明物质，需要前去检

测、评价，请学生设计相关方案。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展开讨论，

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把个人防护注意事项、辐射监测、洗消等相

关知识点进行归纳、分析，形成方案并实施，最后教员对于各组

的不同方案和实施过程给予点评、总结。这种ＰＢＬ教学法的

引入，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增

强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５８］。此外，防原医学的教学

要结合专业特点，优化实验教学内容。课程开设前需要充分调

研，制订适合学生工作岗位需求的实验教学计划，例如预防系

学生将来工作中可能会需要进行工作场所辐射评估，本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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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便携式多用辐射仪测量放射性同位素室污染的实验，很

好地与学生将来的工作需要结合起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参与度。

３　改革实验测评方法，强调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定

客观、准确的考核体系是教学质量的保障，科学、合理的考

核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实验考核可以端正学生实验态度，也是检验教学效果、巩固学

生所学知识的重要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实验教学效

果评价的依据。目前学生成绩评价体系中实验课成绩一般仅

占到２０％～３０％，甚至更少的比例，这样的评价体系直接或间

接导致了学生对实验课的不重视。而且现在采取的考核方式

是在实验课结束后，对学生上交的实验报告进行考核评分，这

样会导致少数学生存在侥幸心理，采用抄袭的方式来应对实验

课的考核，实验报告重复情况严重，甚至一个班的实验报告都

雷同。这就说明单凭实验报告无法对学生的实验思维和实验

能力作出客观评价，有必要对实验课的评价体系作出改革。笔

者认为，实验课的考核可从实验基本素养、实验思维能力两个

方面进行考核。基本素养考评包括实验态度（如实验纪律和参

与程度等）、实验操作能力和实验报告撰写等内容，其中实验操

作能力可以随机抽考某一项操作（如野战辐射探测仪的规范使

用），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员全程观测打分。实验报

告评分主要考查学生原始数据记录是否完整真实、实验中遇到

问题的讨论分析是否合理。实验思维能力考核往往体现在设

计性实验中，要求学生按照设计性实验要求写出材料和方法、

结果分析和讨论，主要考察技术路线是否合理可行，实验结果

分析是否合理。只有通过完善的考核制度，才能反映学生的真

实水平，有效促进实验课的授课质量提升，发挥实验课的真正

价值，扭转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

在实验课的带教过程中我们体会到，要达到良好的实验课

教学效果依赖于多个方面。首先，不同的教学模式会收到截然

不同的教学效果。以往实验带教都是教员准备好所有器材、试

剂、实验方法、操作步骤等等，学生只是简单地按照教员讲的重

复操作一遍，更有甚者课上忙着抄实验报告，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科研思维得不到锻炼。而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ＰＢＬ教学法

的引入，能够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在获取理论

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的同时，提高学生运用已学知识设计实验

方案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或是进

一步深造奠定了基础。此外，基于学校政策方面，要重视实验

课的教学，加强实验室的投入和建设，改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创造良好的实验条件。最后，教员要深刻理解自己教书育人的

神圣使命，本着热爱教学、热爱学生、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提高

自身素质，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优化防原医学实验

教学，培养适应未来战争卫勤保障的防原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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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护生专业承诺度的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　玲
１，２，何海蓉１△（１．成都学院医护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２．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医院　５２５０００）

　　【摘要】　通过发放护理专业承诺度调查量表和护理专业承诺度影响因素调查表，对成都学院医护学院不同年

级、不同专业护生共１５０名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为学校提升护生护理专业承诺度的护理教育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护生；　专业承诺度；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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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护理事业的发展，护理本、专科生已逐渐成为护

理人力资源的中坚力量，但这部分高学历护士的流失情况非常

严重，这与本、专科护生在校期间的护理专业承诺度水平不高

有一定因果关系［１３］。因此，提高本、专科护生队伍的护理专业

承诺教育对维护护理队伍的稳定性、保证高质量的护理水平关

系重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成都学院医护专业护生按年级分层随机抽

样，共抽取１５０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专科护生６０名，本

科护生９０名。其中女生占９０％，男生占１０％；独生子女５９

名，占３９．３％，非独生子女９１名，占６０．７％；来自农村的学生

占６８％；自愿选择护理专业的学生占３０．７％。具体情况见

表１。

表１　护生基本资料

项目 分类 人数（狀） 构成比（％）

性别 男 １５ １０．０

女 １３５ ９０．０

年龄（岁） １５～＜２０ ４０ ２６．７

２０～２５ １１０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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