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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预防医学课程教学的思考
万玉静

贵阳康养职业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81

摘 要：伴随着医学体系与相关技术的持续发展，对于医学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需求量明显增加，同时对于人才技

术的要求也在不断改变。随着疾病谱的改变，肿瘤、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临床的疾病防控重点，但是新发的

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也不能忽略，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临床工作者不仅需要保持扎实的理论医学知

识与较强的临床专业技能，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预防医学理论。对此，基于预防为主理念整合预防医学类课程，简

要分析在预防医学类课程教学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引入思考，希望能够为相关临床工作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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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Preventive Medicine Course Teaching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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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ystem and related technology,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demand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technology are changing constantly.

With the change of the disease, cance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ypertension and other chronic diseases clinical as th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ocus, but the new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the harm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lso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face of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edical clinical workers not only need to keep the solid theory knowledge

and strong clinical expertise, at the same time also need to have a certain preventive medicine theor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even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preventive medicine courses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introduc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e teaching of preventive medicine courses, hoping to provide help for relevant clin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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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对于居民健康、社会稳定有

着相当明显的影响力，例如在 2003年的非典、2019年的

新冠肺炎病毒，这一些典型事件都让大家意识到了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力以及对于公共卫生体系进行强化建

设的重要性。伴随着国家颁布了关于突发公共卫生的应急

管理条例、应急预案等规范性文件后，我国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工作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但是从 2019 年新冠肺炎病

毒爆发事件来看，我国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仍然存在

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不仅需要进一步强化早期预警能力，

同时还需要完善传染病的疫情与突发事件监测能力。当前

来看公共卫生体系人才队伍的数量与质量仍然有所欠缺，

同时临床医务工作者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也是重要的发展与改进方向。对此，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在预防医学类课程教学中的思考具备显著实践性价值。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预防医学类课程中的应用价

值

除了重大传染病疫情工作，例如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

病、重大食物中毒、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健康

事件，期均可以归纳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伴随着

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明显增

加，我国如何积极防控输入性传染病成为了预防性医学工

作的重要挑战[1]。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带有突发、

普遍、严重以及复杂的特征，所以不同机构应当协同化处

理，特别是医疗机构与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之间的有效配

合。在面对严重新发疾病时，临床医师会成为接触疾病传

染源的第一线工作者，此时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警觉

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认知水平等，对于突发公共事件进

行及时有效地防控管理便成为了工作重点[2]。但是，实际

上许多临床医务工作者因为缺乏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相关

意识与知识，导致无法及时发现感染的病例，严重时还会

导致医院内其他人员感染。作为今后的临床工作者，临床

医学生必然需要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工作职责。

从目前预防医学教学现状来看，部分医学院校甚至没

有开设医院感染管理科的实习内容，在传染病医院实习的

时间比较短，很少有机会学习医院感染暴发的应急处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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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导致相关知识和技能匮乏，不利于今后临床工作的顺

利开展[3]。对此，在预防医学类课程教学中提升临床专业

学生面对突发公共卫生的应急处理能力显得非常重要。另

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课程教学方面也存在较高难度的

基础特征。在预防医学课程教学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内容涉及的概念非常多，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

义、分级以及处理原则，在应用传统教学模式时学生往往

因为课前没有有效预习、课程教学内容信息量过于庞大，

在课堂当中不知所措。一般情况下爱在课程教学期间很少

会要求学生对课程内容进行预习，所以学生突然面对大量

概念和知识点存在较高的学习难度。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预防医学类课程教学中的思

考

2.1转变临床与预防重视度

以往预防医学类课程教学期间普遍存在注重临床而

忽略预防的现象，在全国各大医学院校中均存在这一现

象。某研究针对 160名临床专业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其结

果显示达到超过 40%的学生认为预防医学无明显作用，

大多数学生对于预防医学课程学习的学习参与积极性不

高，同时也不重视。如何有效的转变这一传统思想理念，

培养新时代背景之下临床专业医师，便需要基于教学过程

做好思想理念的转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课程教学方

面，应当将其定义为必修课程，同时以培养学生预防战略

与公共卫生医师为主，促使学生可以掌握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的知识与技能。公共卫生在健康中国建设方面有着相

当突出的作用[4]。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当中提出，

应当以预防落实为主，推行健康生活并降低疾病发生率，

强化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早期康复，从而促使居民健康

得以发展。大健康的发展理念应当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

以健康为中心的基本理念，从“治已病”过渡为“治未病”。

对此，在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教育期间应当注重整合，并

突出预防，做好疾病发生过程中的防治性优势。同时还需

要基于医学教育标准的临床医学专业所提出的课程中应

当让学生掌握全球卫生状况，并保持全球卫生医师。伴随

着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发传染病，例如埃博拉

出血热、艾滋病等疾病防控必然会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

问题，此时便需要医务人员具备大健康的宏观思想，可以

正确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如何有效改变临床专业学生注重临床而忽略预防的

思想，其重点在于应当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努力

思考并解决相关问题[5]。在预防医学类课程教育方面，教

师应当注重课程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在课程中的绪论内

容与后续课程教学中，均可以突出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的

紧密关联性。在授课期间可以积极改变以往的知识灌输教

育模式，引入学科历史素材，例如内科医师约翰斯诺的“霍

乱介水传播”的案例以及琴纳医生发明接种牛痘从而预防

天花等案例，借助各种鲜明、富有教育价值的教学内容，

弘扬临床医师在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贡献，同时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另外，预防医学内容和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例如大规模的食物中毒案例，此时可以借助

动画或视频的方式讲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情况、发

展过程以及应急处理措施，突出展现防控工作期间不同环

节中临床医师的职责，让学生可以意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

性，从而逐渐形成预防为主的基本思想理念。

2.2强化教师团队

医学院校的教师专业能力与教学素养很大程度决定

着教学质量和医学生的学习水平，特别是医学院校的青年

教师，其普遍存在教学方式单一、教学经验匮乏以及课堂

引导能力较差等问题[6]。对此，为了针对性提高医学院校

教师队伍的专业教育能力，医学院校方面应当不断的完善

教师培训以及评价管理考核体系，做好教师人员在入职之

前、入职期间以及入职后的培训与管理工作。在培训工作

过程中，除了基本的教育理论系统化学习，还应当突出落

实教师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医学工作方针、对健康中国规划

纲要的学习，强化教师的专业培训与精准化培训活动，促

使培训工作更加实用且高效。与此同时，还可以邀请一线

资深教师开展专题系列讲座和经验丰富的教师传帮带的

教育活动，基于系统化原则强化教师的专业教育能力。学

校与教研室方面可以定期开展教学试讲、竞赛等活动，从

而激发教师的专业教育能力，明确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另

外，还应当针对性强化教学督导制定体系的建设，针对教

师的教学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监督其可以持续改善教学

思维与教育方式，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水平[7]。除了学校与

学员方面应当强化教学培训与管理工作，教师自身也应当

注重自我专业素质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保持较高的职业

道德与职业认同感，从而实现对自我持续学习与发展的监

督，提高自我专业素质水平。与此同时，应当保持饱满热

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积极参与到学校、教研室举办的各

类教学活动。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前做好教学备课，收集相

关的教学资料与素材，基于热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案

例，结合教材内容及时更新知识点并引入全新教学案例，

不断完善教育内容并熟悉掌握教学环节[8]。在教学期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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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取合理手段，基于有效教学语言表达方式强化师生互

动，在课后及时反思并收集学生学习情况与反馈意见，教

师也可以根据教学内容、方法设计合理性进行反思，充分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整体教学效果。

2.3合理设置整合课程

当前关于临床医学专业设计的预防医学类课程主要

包含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等，临床中专业的

预防医学类课程主要是安排在专科第二年，是通过基础向

着临床转换的重要过渡阶段，同时也是推动个体与群体健

康意识逐渐养成并深入预防为主理念的重要阶段[9]。在预

防医学、流行病学的这一交叉性学科教育中，融合医学与

社会学强调社会隐私在人群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促

使学生逐渐构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健康理念，并培

养高素质的医学专业人才队伍。流行病学这是一门基于群

体的学科，其主要研究疾病在群体的分布和影响因素，并

探究疾病防控与健康促进的相关策略[10]。例如对于传染病

大爆发时，不仅需要考虑临床表现还需要结合流行病学、

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针对已经收集到的临床信

息，应当进行统计学分析判断，从而找到导致传染病发生

与传播的病因。流行病学与医学统计学属于基础与方法的

教学课程，在这两节课程教学之后便可以安排预防医学，

其重点在于基于预防服务和社区预防服务，促使学生可以

理解卫生服务体系与管理措施，在社区预防服务篇章当中

也有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策略内容[11]。另外，在

预防医学课程教育中可以适当加入实验课程，例如正确佩

戴并脱掉防护服。因为课程时间点相对比较零散，如何将

这一些预防医学类课程的内容串联起来并提高整体教学

质量成为了临床重点。对此，在教学中应当安排特色课程，

如《预防医学通识案例》，有机整合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

课程教育内容[12]。对此，可以规划安排特色课程，如预防

医学通识案例，整个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课程内容，借助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临床工作者、一线教师等共同

参与教材内容、教学案例的创编，内容方面可以加入职业

中毒、食物中毒以及传染病疫情爆发等内容，做好诊断学、

药理学、流行病学以及统计学等相关知识，从而达到系统

化的培养目的，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效果。

3 总结

综上所述，伴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医疗技术的不

断进步，我国疾病防控工作的重点已经逐渐向着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方向发展。但是近些年随着传染病爆发事件的频

发，人类和传染病之间的斗争仍无休止，特别是在 2019

年又一次让人们意识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社会与

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沉重负担与损失影响。为了更好地响应

“健康中国 2030”的规划纲要，目前来看应当进一步强化

传染病的防控管理工作，进一步地优化与完善传染病的监

测预警管理机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所事件时，应当确

保人才储备充足，构建全局观和熟悉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知

识的高素质医务团队。在今后，医学院校方面应当进一步

强化预防医学类课程教育，并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典

型，提高对理论和实践教学的重视度，从而培养能够有效

参与预防医学的全科型医学人才，为国家稳定发展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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