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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式教学管理机制在直属附属医院 

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周晓芬  肖少雄  王以兵  李松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天门市中医医院  湖北天门  431700） 

摘要：近年来，伴随医学规模的逐渐扩大，学生人数增加，各医学院校在临床教学资源紧缺的环境下，增加了直属附属医院，

其办学能力有目共睹。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医学教学具备既有特征——医学院校教育、应届生教学、继续教育是无法单独存在

的整体。临床教学是医学教学的 终关口，尤其在我国全面进行住院医师标准化培训体制后，联动式教学显得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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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联动式教学管理制度进行效率的直属医院实践教学的

探讨 

（一）完成高层联动与顶层设计 

只有两方互相呼应，完成共赢的合作才是 关键的。其一，院

校应自发把院校教学、科研建设归入中长期发展计划，增加引导与

支撑；其二，重视医院和院校的双层联动，以技术带动医学教学的

发展。 

（二）提高教学能力 

教学是通过各种课程来推动的，好医师并非好教师。院校以集

中课程为推手来带动医院教学能力的提高，加强教师的教学观念与

教学控制力很重要。这通常包含：首先，分类组织临床教师培训。

每年申请省市级继续教育培训任务，对教学领导、管理人员、教研

室秘书、临床带教老师等不同团体，组织分阶段、分批次、分种类

的专业培训活动；其次，组织教学基本知识竞赛。邀约医院参与院

校中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并组织团队旁听，进行优秀教学课程与

教学先锋的评定。 

（三）着力推动教学规范建设 

教学法则是为了教学秩序的稳固而存在，确保教学效率是其第

一要务。院校应做到：首先，组织教学专业临床能力培训并完善考

评专家库。建立首席教师、教师团队、骨干教师三层培训体制，针

对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科研能力等进行系统化的教学

引导；其次，制定临床基本操作细则。组建临床医师团队并参考我

国执业医师考试纲要，融合医院二级科室临床实践情况，将任务分

解到各实习科室。 

二、联动式教学在直属附属医院实践的应用策略 

（一）教学设计与预备 

1.教学对象与教学课时的明确 

依照我国医学院校顶层教学设计与美国的差异，在基础（这里的

基础是否指理论？）与临床教师联动讲授的临床案例互动类课程的教

学阶段，不应对美国模式按部就班（UCLA 的 Case studies），要依照这

类讲授方式，选择脏器系统课程要求下的八年制基础医学课程中的学

生为研究对象，在学生基本做完泌尿系统基础统合课程学习后，在分

析正常与疾病状况下泌尿系统形态学与功能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讲

授一共两个课时的案例联动式课程。（这里为什么要选择脏器系统课

程要求下的八年制基础医学课程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2.教学内容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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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的设计，也就是备课。这也是课程精彩高效的 重要

催化剂。其一，必须让基础与临床教师完成互动交流，基础教师通

常向临床教师简介此次讲授对象的知识结构；其二，要阐述课程中

要使用到的基本理论。例如，在向临床医师给出案例时，要让学生

运用到以下理论：生理学的尿液的浓缩与分解、肾小管的重吸收、

尿生成的原理；病理学的各类脏器疾病时，肾部病例情况的判定等。 

（二）联动式教学课程策略 

每一堂精彩高效的联动式课程，除开有着充分的教学准备以外，

还必须依靠教学中教师讲授的能力与课堂表现来实现。而这类双师

联动的互动讲授模式有着强烈的画面感，必须在课程中让基础、临

床两类教师互相呼应形成合力。在教学阶段，临床与基础教师同时

在课堂上授课，以临床案例为线索，基础与临床教师交错授课，阶

段性地抛出问题，学生通过匿名投票软件进行投票，营造师生联动

的气氛。例如，教师能够在学生答题时将饼状图上的选项比例改变

进行诱导或误导，以此来启发学生思考。答问后由临床或基础教师

对理论点进行详尽的解读，并且让学生与教师增加互动，并且基础

教师与临床教师还可以相互探讨，这类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把基础教

学与临床教学融合并提出问题、探讨问题的头脑风暴，是学生所喜

闻乐见的。整体教学模式新奇、教学过程紧张刺激，可以紧抓学生

的专注力，也可以高效地完成课前设计的教学目标。 

（三）基础与临床教师讲授可以让学生体会到临床教学的效果 

在基础医学授课中，通常通过引进临床案例让学生体会到临床

医疗的真实性。然而，在传统教学阶段，通常是基础教师负责主要

教学，无法学以致用，教学场景也缺少画面感与参与感。基础-临床

联动课程是通过临床教师论述自己亲历的临床案例，基础教师配合

把脏器系统的基础医学理论融合到具体临床课题上，解决甚至判断

临床教学模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教学阶段，通过临床教

师融合本身经历的临床案例，论述基础理论对临床实践的引导功能，

以 直接、 现实的模式实现基础理念与临床实践的融合，让学生

能够更清楚临床实践的价值，并领悟到解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

学、病理学等基础医疗理论对构建正确临床医疗思维的助推效应。

在激发学生对当前基础理论学习的兴趣与需求时，也培养了学生对

医学理念融合贯通的能力，与使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基础

与临床教师联动式讲授、自发探讨等联动式教学模式对基础理论也

是 好的诠释。 

结束语： 

综上所述，联动式教学模无法脱离基础、临床教师的精湛教学

能力而单独存在，但是课程顶层设计的改变、院校与医院在管理体

制上的创新也是这类联动式教学开展的前提。小组探讨式案例教学

在学生数目上有所限制，联动式教学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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