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4 Vol. 6 No. 10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课程研发

基于学生评价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整合课程教学
改革研究

胡笑甜　化　卉

（昆明医科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目的 掌握某医科大学学生对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基础医学课程整合教学的评价。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该教学模式覆盖的

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该医科大学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体系的建设，打破学科界限，整合基础医学课程资源、优化教学内容、改

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构建了“以器管系统为中心”的基础医学课程体系。结论 该学校存在课程整合不彻底、未形成自己的教材、未

排除学习能力混在因素的不足。学校应该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基础和临床全线贯通的方式加强“以器官系统”的课程体系构建，提升学

生对该教学模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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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当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2008 年国家教育部、卫

生部联合出文《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一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按照“学

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积极开

展纵向或（和）横向的课程改革。2012 年，两部门又联合发文《关

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卓越医生教育

培养计划”，在创新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医学人

才培养模式。2014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医教协同深化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深化临床医学专

业五年制本科生培养改革，推进医学基础与临床课程全线贯通整

合，提升医学生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完善“以能力为导向

的评价体系”。同时，《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16

版）》明确指出，各医学院校需要加强医学专业课程整合教育，

培养高素质的医务工作者。因此，各医学院校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以

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基础医学课程进行高度整合成

为各医学院校医学教育探索的新角度。

昆明医科大学于 2015 年在临床医学专业开始了“以器官系统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开设了“临床医学专业创新班”，

每年招收约 50 人，已经连续招收 5 届，共计 249 人，接受“以器

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该校还处于课程整合的初期阶段，

尚未将基础和临床进行全线贯通，只是将基础医学课程进行整合，

本研究则以我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基础医学课程整合模式的教学

效果为研究内容，重点调查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调查学生对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基础

医学课程整合教学效果的评价。调查对象分别为以器官系统为中

心教学模式覆盖的学生。

1.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制定“以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整合

教学效果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对教学

模式的满意度、对教学模式的建议等三个方面。本调查共发放问

卷 52 份，收回 50 份，回收率达 96.15%。有效问卷 50 份。

1.3 统计分析

所有调查问卷经逻辑检查和数据核对，采用 epidata 3.1 进行

数据双录入，使用 spss19.0 软件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2.1.1 调查对象人口信息分布

2.1.1.1 性别分布

共有 50 名学生参与了本次问卷调查，其中男生 17 人，占

34%；女生 33 人，占 66%。男女比例为 1：1.94.

2.1.1.2   年龄分布：

在 50 名调查对象中，年龄最小为 23 岁，最大为 31 岁，平均

年龄 24.74 岁，中位数为 25，标准差为 2.03851。

2.1.1.3 年级分布

50 名 调 查 对 象 中，2015 级 学 生 有 15 人， 占 调 查 人 数 的

30%；2016 有 11 人， 占 22%；2017 级 有 4 人， 占 8%； 2018 有

15 人，占 30%； 2019 有 5 人，占 10%。

2.1.1.4 调查对象目前学历分布：

在 50 名调查对象中，目前学历为本科的有 33 人，占 66%；

硕士研究生有 17 人，占 34%。

2.1.1.5 调查对象目前现在状态： 

在 50 名调查对象中，有 18 人在读研，占 18%；目前在医院

工作的有 26 人，占 52%；已转行的有 1 人，占 2%；尚在待业有 5 人，

占 10%。

2.1.2 对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满意程度

2.1.2.1   您对我们学校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在调查对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否满意时，

有 33 人表示非常满意，占 66%；有 15 人表示满意，占 30%；只

有 2 人表示不满意，仅占 4%。

2.1.2.2 您对我们学校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团队

调查对我们学校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团队时，有

33 人表示非常满意，占 66%；有 17 人表示满意，占 34%。

2.1.2.3 您对我们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内容

在调查对我们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内容是否

满意时，有 28 人表示非常满意，占 56%；有 21 人表示满意，占

42%；有 1 人表示不满意，仅占 2%。

2.1.2.4 对我们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何？

在 50 名调查对象中，有 49 人表示满意，站到 98%；有 1 人

表示不满意，占到 2%。

2.1.2.5    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效果如何？   

在 50 名调查对象中，有 26 人表示对“以器官系统为中心”

的教学效果非常满意，占 52%；有 21 人表示满意，占 42%；有 3

人表示不满意，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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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我们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与传统的

“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区别如何？  

在调查学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与传统的“以

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区别如何时，50 名调查对象中有 12 人

认为“以学科为中心”教学模式更优，占 24%；有 7 人认为两者

区别不大，占到 14%；有 31 人认为“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更优。

2.1.2.7 我们学校是否应该继续开展“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的探索   

在调查我们学校是否应该继续开展“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的探索时，有 46 人表示应该，占 92%；有 4 人认为没有

必要，仅占 8%。

2.1.2.8 关于我校“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您还有

其他建议吗？    

本次问卷调查最后，设置了一个开放式题目，有 22 人给出了

建议，占 44%。22 条建议涉及课程设计、课程内容、教材、早期

接触临床、学科联系、学生兴趣等六个方面。

有 5 人对课程设计提出建议。学生表示，大一下学期就开始

上生命基础、结构基础、功能基础，对于他们而言，有困难。学

生的建议集中在课程内容优先顺序上面，解剖学知识应该在生命

基础、结构基础、功能基础的前面。还有学生提出，每个学期所

上课程的数量不同。大三上学期集中了 7 门整合课程，包括呼吸

系统、整合思维、感觉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造血与血

液系统、泌尿系统，课程内容多，学习压力大。而大三下学期只

有两门整合课程，分别是机能学、疾病学实验（2）、消化系统。

课程内容少，学生学习压力相对来说较轻，因此学生期望 17 门整

合课程能够均匀分布在各个学期，以减少个别学期的学习压力。

有部分学生提出，课程总设计需要更加优化，如应该增加各学科

之间的联系；课程整合应该贯穿全部课程，而不仅是基础医学课程；

课程时间安排上，可以从第一学期开始等。

有 5 人针对课程内容提出建议。PBL 能够锻炼学生文献检索、

文献解读的能力，但考试内容未涉及 PBL 相关内容，且 PBL 在期

末成绩中占比低，学生也因此对 PBL 的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同学

建议增加局部解剖学的相关内容。

有 5 人针对教材提出建议。目前我校没有独立教材，也未采

用其他学校的整合课程教材，导致学生在上整合课程时，需要《系

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

理学》等多门的教材，存在每次复习考试需要带多本教材，重较大、

不方便在教材上做笔记等情况。

有 3 人认为学校应该充分听取学生意见、增强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等。

3 结果分析

3.1 在 50 名被调查学生中，大部分人对“以器官系统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66%）、教学团队（66%）、教学内容（56%）、教

学方法（98%）、教学效果（52%）是满意的。大部分调查对象都

认为“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更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

调查对象认为“以学科为中心”教学模式更优，还有部分学生认

为两者区别不大。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学校有必要继续开展“以

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探索。部分调查对象在课程设计、

课程内容、教材、早期接触临床、学科联系、学生兴趣等六个方

面提出了建议。如应控制每学期整合课程的数量，让学习压力平

均分布在各个学期。

3.2 创新班（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学生心里存在落差

通过调查可以看到，在被调查的创新班（以器官系统为中心）

学生中，有部分同学对该教学模式不满意。造成这一结果的其中

一个原因是创新班（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学生心里存在落差。他

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接受的是“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学校和学院高度重视创新班学生的培养，高标准组建的授课团队

职称高、学历高、教学经验丰富、有一定的国际视野、综合能力强，

教学方法多样，但进入大四学年，创新班接受的是“以学科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跟普通班级尚无区别，心理上难免存在落差。

4 对策分析

4.1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是基础

综合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来看，目前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

基础医学课程整合教学情况存在着一定不合理的部分，是跟教学

模式的顶层设计有极大的关系。教师们提出的器官系统内的学科

之间的过渡和融合、教学大纲的编写、教学内容的精确、教学资

料的不完善、教学管理不顺畅等问题，都是因为整合课程的顶层

设计存在弊端。因此学校今后如果要开展“以器官系统为中心”

课程的整合，需要完善和修订课程设计内容，梳理学校层次、学

院层次、各系层次、各教研室层次之间的关系，明确工作职责，

成立专门的整合课程教研室，对课程设计、教学运行、考核管理

等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建立健全整合课程需要的且相适应的配

套管理制度。

4.2 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相融合是突破

从我校目前“以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的整合情况来看，只

对基础医学课程进行了整合，临床医学部分还沿用“以学科为中

心”，这使得我们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推行的不彻底。

这也是经常被教师和学生诟病的一个方面。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

大融合是“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的重要突破点。学校今

后如果要开展“以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的整合，需加大对“以

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重视程度，借助我校所有教学资源，畅通

基础和临床融合的渠道，动员更多更优秀的临床医学教师参与到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团队来，将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医学

知识以病例为中心融会在一起，才能实现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大

融合，才是彻底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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