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队协作精神的强化、应急能力的提高及自身满意度的提高等

方面的评价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２。

３　讨　　论

３．１　ＥＣＳ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ＥＣＳ设置的模

拟急救场景，如“患者”呼吸心搏骤停、瞳孔散大等，可立刻将学

生带入紧张的抢救氛围中，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评估、判断与施救的整个过程中又要求必须做到争分夺秒，

因此能够强化急救意识与应急反应能力；在ＣＰＲ的各个环节

中，小组的各个成员需要紧密协作，ＣＰＲ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所以团队协作精神也在无形中得到了提高。

３．２　ＥＣＳ有利于提高护理生的急救水平　以ＥＣＳ作为实训

教学载体的新的教学方式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方式之处在于：具

有生理电驱动功能，有呼吸、心跳、脉搏等体征，能模拟患者的

病理生理反应过程，并可显示实施ＣＰＲ的救治效果。因此，当

学生实施ＣＰＲ不及时或者不正确时（如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

不准、按压频率和深度不够，开放气道不到位，人工呼吸的通气

量不足等），“患者”就会因抢救无效而死亡。这就要求学生在

实训中力求做到反应迅速，每个ＣＰＲ步骤都力求做到精准无

误，才能将“患者”抢救过来。

３．３　ＥＣＳ有利于缩短护理生的临床适应期　护理生在进入

临床实习前就经历过紧张有序而又几近真实的ＣＰＲ培训，因

此当面临真的急救场景时就会沉着、冷静地运用所学的知识与

技能进行抢救。

综上所述，应用ＥＣＳ进行护理生的ＣＰＲ实训有明显的优

势：（１）无临床风险，不会对患者的安全构成威胁
［９］；（２）教学方

式新颖，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急救意识与团队协作精

神；（３）可反复练习，这是临床实训不可比拟的。但也有其局限

性：（１）ＥＣＳ没有心理活动，无法沟通；（２）其病理生理反应过程

不可能完全与真人一模一样，因此各种复杂的病情难以体现。

进而总结如下：虽然应用ＥＣＳ进行ＣＰＲ实训教学的教学效果

明显优于传统的实训教学，但却并不能完全取代临床的实训教

学，需要将其与临床实训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ＣＰＲ实训教学才能得到更好、更稳、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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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探索

张　园，王　飞（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实验诊断教研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　该文对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典型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分别从教材选择、教学

方法、师资力量、学生层次、考核形式等方面指出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对相应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以期推动

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　医学检验；　专业英语；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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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专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培养高水平、高素质

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国内高等医学院校教育的目标之一，检验

医学专业中新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几乎是全球同步，学好专业外

语，对提高检验医学工作人员的提高综合素质有着极大的现实

意义。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中规定：

大学英语教育分为基础阶段（一、二年级）和应用提高阶段（三、

四年级），在学生完成基础阶段的学习任务，达到四级或六级

后，都必须选读应用提高阶段的专业英语［１２］。本校检验系根

据此规定的要求，针对检验医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开设了《检验

专业英语》这门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外文文献获取最新专

业信息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帮助学生掌握国外先进的实验室技术、正确使用进口试剂和仪

器［３］。无论对于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在校学生而言，还是对于

进行继续学习深造的临床工作者而言，掌握好必要的专业英语

知识都非常重要。

笔者结合近几年的专业英语教学实践经验，对教学过程中

出现的部分典型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以下想法和

建议，以供同行探讨。

１　存在的问题

１．１　教材选择　目前，专业英语教材建设速度远落后于高等

教育改革和发展，国内尚无通用的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材及教

学大纲［４］。现阶段所采用的多数教材，其编写都是围绕检验医

学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专业性极强。此类教材对于尚未进入

专业知识学习阶段的学生而言，难度较大，且缺乏通用性。若

是选用无指定专业的专业英语教材，其通用性较好但又缺乏专

业性。所以一本理想的专业英语教材应兼备专业性与通用性。

１．２　教学方法　检验医学专业英语课程的讲授多采用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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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构词讲解，结合阅读、翻译教学的模式，教学内容和形

式均较为单一。教师主要讲解一些专业术语和专业词汇，然后

对相关专业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这种教学方法既浪费

了大量的备课和授课时间，也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师

生之间互动性的交流和讨论较少，课堂气氛较为沉闷。学生在

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下学习兴趣不高［５６］。

１．３　师资力量　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学工作主要由实验诊断

教研室的教师完成。虽然教研室的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

熟悉检验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动态，但是在英语教学

经验方面略有欠缺，且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往往较为有限，很容

易把专业英语的教学变成逐字逐句的翻译教学，导致课堂气氛

极为沉闷和乏味。这样不仅严重影响了专业英语课的教学效

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专业英语的学习。另一方面，

英语专业的教师虽然具有丰富的英语教学经验，但缺少检验医

学专业知识背景，对检验医学专业的英语词汇掌握不多，涉及

专业知识时很难实现讲精、讲透。因此，英语专业的教师也无

法很好地胜任检验医学专业英语的教学工作。目前，国内普遍

缺乏既懂检验医学专业，又擅长英语语言的人才［７８］。

１．４　学生层次　随着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学

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基础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特

别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从上大学才开始接

触英语学习，英语水平较低，学习能力有限，在专业英语学习上

存在一定困难，这就为专业英语的因材施教增加了许多困

难［９１０］。

１．５　考核形式单一　单一考核模式是指以试卷考试成绩占较

大比例来考核学生，其最大缺点是大部分学生在考试前临时记

忆课本知识，达不到真正掌握课程的目的。部分院校仅采用开

卷或半开卷考核方式进行专业英语考核，而且涉及的考核内容

也相对较为单一，多以将英文资料翻译为中文为主，无法较为

全面地反映学生掌握专业英语知识的综合能力。

２　教学改革与探索

２．１　选择有针对性的教材　可将现有的几本教材进行融合，

兼顾专业性与通用性。在教材选择方面，可适当增加学生毕业

后有可能接触到的专业领域内容。教学内容安排方面，则应遵

循语言学习的普遍规律，即：由易及难，由浅入深。此外，也可

以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一些简单的仪器设备、试剂盒的使用说明

书，以及部分简单的实验操作的原理和方法等。学生对上述内

容已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在学习相关的英语知识方面，也较

为容易。此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专业英语知识的讲

授也应充分和合理利用网络资源，例如介绍检验医学专业常见

的英文期刊和文献数据库，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英语知识的同

时，了解专业领域方面的最新发展状况。

２．２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较高教学

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本前提。专业英语教

学与基础英语教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专业英语授课教师不仅

需要掌握和熟练应用英语知识，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水

平。因此，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授课教师由英语水平较高的专业

教师担任较为合适。此外，学校也应对授课教师进行相关培

训。培训内容包括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及英语教学方

法和教学实践知识等多个方面。学校也应尽可能为授课教师

创造条件，使授课教师的英语教学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例如邀

请英语专业教师对专业英语授课教师进行相关辅导和再培训，

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安排专业英语授课教师进行短期的出

国进修或访问，使其英语口语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或邀请外

国专家为专业英语授课教师进行专题讲座。对任课教师要给

予相关的优惠政策，以激励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定期在教研室

内进行教研室活动、集体备课、经验交流等，统一认识，不断提

高教学水平。

２．３　教学方法多样性　从传统的阅读、翻译文章的授课形式

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

强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例如在进行专业词汇的教学后，

安排学生进行课文诵读和翻译。专业英语授课教师还应充分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发挥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技术优势，综合运

用课件、录像短片及互联网资源等进行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学生在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等各方面的水

平都有所提高。一学期内可以组织３～４次ＰＰＴ讲课比赛，学

生在本专业范围内准备１次１５～２０ｍｉｎ的口头讲座，在课堂

上以英文的形式向同学和教师介绍专业内容并进行交流。

２．４　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英语水平的不同而制订不同的教学

计划、教学内容、考核办法。例如，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可以简

化教学内容，增加教学时数，以讲明白、讲到位为目标，更应注

重实用性，可以选用一些简单的试剂盒和仪器的使用说明书作

为授课内容，目的是解决今后工作中遇到的常见的专业英语

问题。

２．５　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　对学生的考核不能仅局限于文献

翻译和词汇等的书面考察，更应通过采用形式多样的考核方

式，从英语应用方面对学生进行考核，例如撰写英文摘要等，从

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专业英语知识的应用能力。此外，不应将

一次考试成绩定为学生的最终成绩，应结合学生在课堂中的表

现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作出综合评判。

３　小　　结

检验专业英语教学改革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要把检验专

业英语真正教好、学好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教师和学生都

应做出努力。在教学方面，授课教师可以采用师生座谈会或问

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学生的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做到有

的放矢地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学生

则应在授课教师的指导下，提高认识，主动学习，加强综合能力

的培养和训练。在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共同推动检验专

业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１］ 卜玉坤，金敬红，战东平，等．大学专业英语［Ｍ］．北京：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 姚春艳，钱中清．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探讨［Ｊ］．山

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２０１０，１２（５）：５４４５４５．

［３］ 李敏．浅谈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Ｊ］．检验医学教育，

２００３（４）：２２２３．

［４］ 钱孝先，蔡青，冉志华．临床医学院开展医学专业英语教

学的探索和思考［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０，１８（１）：１３５

１３７．

［５］ 王姣，孙应元．专业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Ｊ］．沈阳大学学

报，２００２，１４（１）：７６７７．

［６］ 王法吉．对医学专业英语教育的几点思考［Ｊ］．兰州医学

院学报，２００３，２９（１）：１００１０３．

［７］ 余晓林，朱建军，冯文莉，等．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与对策［Ｊ］．检验医学教育，２００６，１３（４）：１６１７．

［８］ 刘湘帆，王也飞，洪秀华，等．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改革

的调查和探索［Ｊ］．诊断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１０（５）：４９１

·７５５·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４年２月第１１卷第４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１，Ｎｏ．４



４９２．

［９］ 魏媛嫒，郑松．新疆大学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Ｊ］．科技导刊，２０１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７．

［１０］吴秀琴．新疆少数民族学生“零起点”大学英语教学探索

与实践［Ｊ］．外语界，２０００（１）：４１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防原医学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王　钰，孙慧勤，李　蓉，史春梦，王军平，徐　辉，粟永萍（第三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防原医学

教研室，重庆　４０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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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防原医学；　实验教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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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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