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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总结了成都医学院研究生医学技术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中应用PDCA循环进行质量控制的4
年教学实践经验,将以内容为基础的教学法引入教学全过程,取得了良好成效。从学生需求、教材选用和师资

建设方面总结经验,提出建议。采用PDCA循环以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可为其他专业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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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技术在我国的研究生专业目录中位于医学

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学、
呼吸治疗学、康复治疗学、眼视光学、临床营养学、听
力学等多个方向,各医科院校的方向有所不同。成都

医学院于2019年开始招收医学技术专业研究生,包
括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和临床营养学3个方

向。医学专业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ESP)的一个分

支,是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应用能力的重要课程。由于

成都医学院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较短,规模较小,
因此现阶段将3个方向合班进行医学技术专业英语

课程的教学。
PDCA循环又称为戴明环,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

想基础和方法依据[1]。PDCA循环将质量管理分为

四个阶段,即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
 

Act(处理),是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近年来在医药

卫生的临床和教学领域采用PDCA循环用于质量管

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4]。本研究对医学技术专业

研究生开展了2019—2022年连续4年的PDCA循环

的教学实践,并将以内容为基础的教学法(CBI)引入

整个教学过程。杨峻等[5]将CBI应用于医学检验技

术本科专业英语教学,发现CBI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较传统教学模式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CBI
倡导将有意义的内容与目标语言相融合,以学科知识

为中心。研究生教学中采用CBI更加明确了专业英

语与医学技术知识融合的动机,强调了学生的学习主

体地位,培养学生语言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既巩

固了专业知识又拓展了语言知识,同时这种教学模式

还把外语学习延伸至课堂之外,培养人文素养,使得

整个学习过程更加轻松流畅,帮助学生进入英语应用

阶段,从而为达到硕士学位要求、开展英语论文写作

打下坚实基础,为学生进一步参加国际会议投稿、做

英文报告做好铺垫。现对4年应用PDCA循环的教

学实施和效果做一总结,探索其在专业英语教学中的

应用前景,同时希望能够为其他高校同行带来些许

启示。
1 基于PDCA循环的教学实践

1.1 Plan(计划环节) 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强调了需要培养创新型、
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因此在研究生教学中更需注重

专业性和实用性[6]。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和

临床营养学专业各具特色,授课中既要体现与研究生

公共英语学习的不同,又要充分照顾到3个专业的特

点和临床实用性,对教学提出了挑战。此时采用CBI
教学法,是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出路。CBI首先于

1968年由 Widdowson提出,是指在第二语言的学习

中,将外语学习和学习者需要掌握的学科内容或信息

完全融合的教学途径或方法[7]。CBI教学法在20世

纪80年代开始被广泛关注,90年代由于上海和国外

大学合作办学而传入我国。1994年王士先[8]率先探

讨了CBI的应用,他认为CBI是大学英语基础学习结

束后专业英语教学的方向。之后先在社会科学界,后
在中高职、综合性本科院校、语言类本科院校、医学高

等院校等的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物流英语、日语、电
子商务、医学、护理、计算机等的外语课堂教学中开展

应用,CBI教学法被视为弥补传统外语教学模式不足

之处的不二之选[9]。外语作为学习的媒介手段,教学

的重点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通过针对性的专业学科

知识内容来发展听、说、读、写等目标语言技能,因此

CBI也是一种交际性的语言教学方法。选择在学科

中运用而不是孤立地学习语言,有利于学生发挥主观

能动性,更好地内化语言。
1.1.1 学情分析 专业英语为医学技术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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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修专业基础课,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行课,课
时设置为36学时。学生本科就读的多为医学检验技

术、食品营养与检测、医学影像学和临床医学等相关

专业,对应的3个专业方向即为医学检验技术、医学

影像学和临床营养学。在本科阶段,学生的大学英语

全部通过了CET-4,有些通过了CET-6,均具有一定

的通用英语和专业英语基础。研究生阶段也开设了

《公共英语》《论文写作指导》《医学实验技术》《医学统

计学》《医学科学研究基础》《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等
必修课。因此本课程设计时强调与《公共英语》有所

区别,并且注意强调与其他专业课程知识的联系。
1.1.2 师资分析 不同于《公共英语》课程由外语教

研室老师承担,为了更好地结合专业开展CBI教学,
专业英语课程的5位授课教师均为医学专业出身的

教师和临床医生,有良好的英文基础,发表过SCI论

文;其中2人具有一年的国外访学经历(加拿大和美

国)。因此,在专业储备丰富的基础上,教师的英语水

平也完全能够满足教学要求。授课前课程组教师进

行讨论准备,如专业文献阅读部分避免选择专业性太

强的文献,而是选择较为基础、对3个方向的学生都

有吸引力的内容,如常用影像学检查方法:X射线、
CT、B超和 MR的区别和应用。
1.2 Do(执行环节) 专业英语课程为每周2次课,
每次3学时,行课6周共36学时。根据研究生阶段

学生的需求,将教学内容分为由浅入深的3个部分:
(1)通用基础,包括医学英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应用、医
学专业术语构词法,加强对专业词汇术语的理解与掌

握;(2)医学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临床营养学与医学

影像技术方向)专业文献的阅读与翻译,结合专业介

绍医学知识背景内容;(3)医学技术专业SCI论文的

写作和投稿;(4)留学申请介绍及个人简历的写作。
CBI教学法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如(1)在通用基

础部分设定临床应用场景,让学生进行对应内容的口

语练习;(2)在专业术语部分,加入了思维导图教学:
医学术语的词根主要来自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词根的

基础上,根据前缀、后缀、连接元音和系统分类进行思

维导图发散训练,学习后立即练习,使学生举一反三,
更高效地掌握医学专业术语;(3)在专业文献阅读部

分,由教师课前指定文献分配学生,然后课堂上由学

生讲解,教师旁听指正;(4)在SCI论文的写作部分,
介绍Springer、Elsevier等出版社的投稿流程和投稿

信写作规范,选取热点论文举例;(5)在留学申请介绍

及个人简历部分,以教师的亲身经历举例来介绍申请

流程,讲授个人简历写作的基本要素,以及如何在简

历中展现自身优势。
成都医学院专业英语课程的考核机制2019年与

2020年相同,为期末卷面考试占60%、个人简历占

18%、平时成绩占22%,总评成绩平均分为90分。在

课程结束后,通过问卷星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

学生对课程安排的接受程度和评价,以获得反馈。之

后根据学生的反馈,更为注重过程教学,倾向于实际

场景应用,并参考其他学校的教学考核实践经验[10],
取消期末卷面考试,考核机制自2021年开始改为:英
文摘要占35%、个人简历占35%、平时成绩占30%,
总评成绩平均分为94分,较以往有所增加。验证成

绩数据为正态分布,采用SPSS21.0进行t检验比较

两年学生成绩发现,两种考核机制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6.638,P <0.001,95%CI:2.715
 

7~
5.052

 

1)。
1.3 Check(检查环节)
1.3.1 论文发表情况 自2020年以来成都医学院

医学技术专业的研究生共发表15篇SCI英文科技论

文,其中2020年1篇,2021年4篇,2022年10篇,数
量呈逐年增多趋势。
1.3.2 调查问卷分析 在2021年和2022年采用问

卷星在课程结束后发放了问卷调查41份,收到有效

答卷41份,结果如下:92.68%的人认为专业英语与

通用英语有差异;78.05%和19.51%的学生认为专业

英语对提高英文论文写作能力帮助为 大 和 一 般;
85.37%和12.20%的学生认为对于提高专业英文文

献阅读能力帮助为大和一般;关于口语练习安排,
60.98%的学生希望加强,36.59%的学生认为现有即

可;92.68%的学生认为课程对于增加医学专业知识

有帮 助;关 于 翻 转 课 堂 上 学 生 讲 解 PPT 的 安 排,
46.34%的学生希望加强,41.46%的人认为现有即

可;63.41%的学生希望增加对于国外文化背景的介

绍;对于学习后是否有信心进行英文报告交流,只有

24.37%的学生肯定回答,58.54%的认为还需加强,
17.07%的没有信心。学生最希望加强学习的部分

是:阅 读(65.85%)>写 作(58.54%)>口 语(51.
22%)>听力(48.78%)。对于考核机制,95.12%的

学生认为合理。也有1位同学提出建议不同方向的

能分开学习,1位同学提出希望增多更加详细的英文

文献检索内容。其他对于医学研究生专业英语的调

查问卷发现,学生同样最看重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能

力的培训[11-12]。
1.4 Act(处理环节) 以一个学期的教学过程为一

次闭环PDCA循环,教师团队在一学期的课程全过程

完成后集中讨论从检查环节获得的信息,从不同考核

机制下学生成绩的表现、逐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调查

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及时得到反馈,了解学生的满

意程度和需求建议,总结经验,巩固成绩,把受到认可

的做法制订到相应的标准制度中去,对不足之处分析

改进,避免再次出现相同的问题,把本循环阶段中尚

未解决的、效果不佳的问题,开展分析并转入到下一

次教学循环。例如:根据学生反馈,加大教学过程的

形成性评价,强调实用性,因此自2021年取消了卷面

考试,考核机制更注重过程教学。通过闭环的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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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形成持续调整改进的质量控制体系,对稳定教

学质量的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
2 基于PDCA循环教学实践的思考与建议

2.1 根据学生需求,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对于研究

生来说,英语最为实用的方面体现在阅读英文科技文

献与撰写英文论文,在听说方面的需求相对较小。
CBI教学法注重培养实际应用能力,将专业医学知识

融入英语学习当中,在习得专业内容的同时,熟悉了

医学专业英语词汇和临床场景的应用、论文写作技能

和投稿的流程,也介绍了如何申请国外访问学者或博

士,是为3个不同医学技术专业方向英语学习的通用

途径。同时也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加强学

生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可潜移默化地培养国际交流能

力[13]。每学期课程结束后在学生中开展问卷调查,了
解学习需求并及时调整,形成闭环以确保课程内容满

足学生需求。目前调查结果显示本门课程的设置体

现了与研究生通用英语课的区别,受到学生的认可。
2.2 灵活选用教材,安排专业特色内容 目前尚无

统编的医学技术专业研究生英语教材,因此需要教师

自选教材,制作教学计划与PPT。对研究生而言,比
提高英语应用能力更重要的是了解学科前沿动态,从
而为研究拓展思路。因此每个学期应当灵活选择最

新的前沿高水平学科科技文献,激发学生的兴趣,而
不是拘泥于固定某一篇文献用于教学。除此之外,也
为学生推荐一些如:热心肠研究院、梅斯医学等公众

号以学习最新外文医学文献。
2.3 加强师资建设,形成专业教学团队 有的高校

医学专业英语采取合作教学模式,即语言教师和专业

教师共同承担课程[14]。但是研究生阶段的课程专业

性很强,因此无医学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难以驾驭,
成都医学院专业英语课程组的教师全部具有医学专

业背景,且一半以上为双师型教师和研究生导师,课
程的专业性得到了保证。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能

力水平,才能保证教学效果。因此鼓励教师到国内外

优秀高校考察学习,多开展国际交流,或短期出国培

训,或观摩英语专业教师的授课,邀请英语专业教师

进行辅导培训,从而不断进步。
3 总  结

成都医学院自2019年开始招收医学技术专业研

究生,4年来不断探索和持续开展研究生的教育教学

改革。在医学技术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中开展基于

PDCA循环的探索和实践,构建了稳定运行的质量保

障闭合环。实施中重点采用CBI教学法,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同时,也为成都医学院省属本科院校医学检

验技术一流专业建设培养人才提供了支持[15]。自

2020年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的意见》以来,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培养模

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6]。在研究生专业英语的教学

中采用PDCA循环以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实现

这一要求的有效手段,不仅在医学技术专业,也适合

在其他重视专业性和应用型的专业教学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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