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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教学需求。不再拘泥于以往教学方式，创新新时代

新课堂。医学是新时代人才培养中重要的学科，儿科学作为医学学科的一大分支，其病人的特殊性要求对儿科医生的培养

更加严格，因此，儿科学教学改革必不可少。根据时代特性，探讨儿科学教学改革方式，利用网络课堂的便利，线上线下

相结合，更好提高学生对儿科学知识的掌握。改变以往教学方式，以导向式教学为主，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培养学生创

新及临床思维的能力。增加教学评价，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着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多

动手、多实践，增强其临床操作能力。加强对儿科医学生人文思政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人文关怀，是儿科学教学中不可

忽视的环节。突破以往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一名适应时代要求的儿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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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previous single teaching model no longer meets the current teaching needs.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classroom, better into the new era of new classroom.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in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Pediatrics, as a branch of medical science, requires more strict training of pediatrician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its patients. Therefore, the reform of pediatrics teaching is indispensabl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o explore 

the way of pediatrics teaching reform, the use of the convenience of network classroom, online and offline combination, better 

improve students’ grasp of children’s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former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changed to oriented teaching, and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combin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clinical thinking. Increase teaching 
evaluation, form a goo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mprov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class. Focus on train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encourage students to do more, more practice, enhance their clinical operation ability. It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pediatrics 

teaching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pediatrics medical students’ humanistic thought and politic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istic 
care. W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previous teaching mode, innovate the teaching pl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rain a pediatrician to meet t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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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对于医学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严格。一

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基本功，熟练地操作技

术，更应该具有创新与科研能力，以及必不可少的人文素

养，这使得我们对医学生的培养要求更加严格。儿科学作

为临床医学的一大分支，其婴幼儿诊疗时常存在临床表现

复杂多变、语言表达能力欠缺、检查时不配合等问题。婴

幼儿的特殊性要求儿科临床医师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也在客观上为临床教学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1]。《关于深化

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一文中，

多次提到儿科作为紧缺专业，应加快人才培养 [2]，如何提

高儿科学课堂质量，培养适合新时代的儿科医生变得重要

起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学习都面临了或

多或少的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也变得多姿多彩，不再拘

泥于以往的面对面课堂，以往的 “填鸭式 ”，“满堂灌 ”的

授课方式已不再适应新时代对儿科学人才培养的要求 [3]，

对于儿科医生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对其基础知识、临床操作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临床思维以及人文素养

的培养。因此，在新时代中培育一名合格儿科医生，其教

学改革迫在眉睫。

1 1 突破传统课堂，创新教学方式突破传统课堂，创新教学方式

传统教学方式主要是学生被动性学习模式，传统课堂

的老师一味讲解的方式已不再适应如今的课堂，如何提高

学生课堂注意力，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是如今网

络时代课堂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儿科学作为医学生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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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复杂繁琐的课程，它既要反应大内科学的理论体系，

又要体现线儿科自身特点，这就要求学生在学好儿科基础

知识上，还要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儿科学知识及科研方法。

在以往儿科学的课堂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学生学

习方式比较单一，自主能力较差。面对这一问题，我们改

变了相关儿科学教学方式。

1.1线上联合线下，理论联系实践

在网络时代的当前，教学方式已不再是之前单一的线

下课堂，更多的是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网络课程这一信

息时代的产物， 使教与学活动产生了时空的分离，给学习

者更多灵活的学习方式，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丰富的教

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使学习活动更加自主化、 个性化，使

教育的适应性得以大大加强， 同时又反过来使课堂教学

更生动有趣 [5]。在当今时代，已不再是以往一书难求。随

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计算机辅助教学 (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CAI) 应运而生，并已成为反映教学水平的标杆

之一 [6]。各个高校发布了大量优秀的精品课程，其中不乏

名师课堂。学习也不仅仅拘泥于教科书中的知识，更重要

的是其临床操作、临床思维、科研能力以及医患关系的沟

通及处理。如儿科学中新生儿窒息复苏操作，四大穿刺操作，

如何处理常见病、多发病，课题申报及研究，论文写作及

最新国内外疾病诊治方案以及如何在临床上与患者建立和

谐关系。在不同章节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引导同学们查阅

相关文献及最新指南，了解国内外疾病最新进展，培养学

生们独立自主学习以及其查阅整理资料的能力。新一代儿

科医生的培养，不仅仅在于诊断治疗疾病，更在于其掌握

最新进展，紧跟时代步伐，激发起创新及科研能力，培养

新时代人才。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种崭新的在线教育形式——

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应运而生，它

主要采用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学习内容，学生可以在线学习、

研讨问题、提交作业、参加测验等 [7]。中国医科大学在儿

科内科学中使用慕课联合雨课堂明显提高其课堂质量及学

生成绩 [8]。新医大在关于儿科学教学方面，建设了儿科学

相关网络教学平台，在平台上发布相关儿科学知识，课前

线上发布微视频，使预习更具体化。如 “各种常见儿童肺炎 ”

相关临床病例及场景，结合临床真实场景，拍摄相应教学

视频，帮助同学们更好掌握与鉴别相关疾病。提出问题，

引发学生们兴趣，在线下查阅相关知识，更好预习相关章

节，使学生们在预习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在课堂教学中，

更好运用教学用具，如 “新生儿模型 ”，根据相关章节与学

生一起进行演练，加深学生们印象，活跃课堂气氛，加强

学生注意力，提高课堂效率。课程结束以后，鼓励学生们

查阅相应章节文献以及最新国内外指南，更加注重于临床

实践能力，不仅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更加了解疾病的规

范治疗方案。温州医科大学提出了中医儿科学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混合式对分课堂教学模式 [9]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联合

了线上及线下教学模式，更使得授课方式多样化，使得教

学体系更加丰富，提升教学质量。医学不是经验医学，而

是循证医学，不仅培养同学们对儿科学的兴趣，更是让同

学们在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规范的儿科医生。

1.2导向型教学组织

在以往的课程中，教学方式主要是老师讲授相关知识

章节，学生们听课的一般方式，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

们学习知识的过程过于被动，也没有和老师们形成良好的

互动关系。而我们采用教师创设以问题为核心的课堂学习

情境，增设课堂新环节，如 “趣味问答 ”、“情景问答 ”等，

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不断思考、加工，形成属于自己的 “知

识体系 ”。以临床思维为导向，将儿科学相关生理、病理特

点贯穿于问题之中，引领学生在解决相关问题时掌握儿科

知识，并形成临床思维。

1.3多种教学方法融合

以往的教学方式，大多是老师单一 PPT展示，不能真

正发挥多媒体软件的多样性，仅仅是 “照本宣科 ”，不能很

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采用不同教学方式，比如 CBL病例

讨论，其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的引入临床病例，

学生在临床拟真情景中学习，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行案例

探讨分析的方式 [10]，不仅学生更加熟悉临床环境，促使其

更好转变为医生，更能提高其临床沟通能力，培养职业素

养 [11]。对课堂重难点问题，不同章节采用 “病例讨论式、

启发式、互动式、提问式 ”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用 “视

频、动画、图片、现场教具 ”等手段将抽象问题形象化 [12]，

把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增加课

堂趣味，丰富教学方式，更加促进学生们理解和掌握重难点，

提高课堂效率。

1.4多元化教学评价

增加教学评价环节，不再是以往课程结束就所有万事

大吉。“教学相长 ”，教学评价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教授知

识的反馈，更是老师进一步提高课堂质量的最佳资料。采

用线上线下混合评价方式，包括形成性评价和自主性评价，

创建学生自主性评价平台，学生于课后可进行组内成员互

评，以及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评价，让学生更有参与度。

2 2 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曾说过 “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

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新型医疗人才不仅仅是专

业技术过关，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发展和能力。培养高素

质儿科专业人才，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医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也是时代赋予医学专业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13]。创新能力

是我们在儿科教学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在新时代发展中，

创新是成为一个人才必不可少的能力。医学作为一门在不

断进步的科学，医学生的培养也应该改变传统模式，注意

培养学生们创新发展能力。

2.1运用网络教学，加强课外拓展

现代医学的发展要培养全方位人才，仅仅依靠过去期

末考试作为评价标准的考核形式也就是终结性评价已不能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14]。课本知识是每个医学生都应该掌

握的基础知识，但仅仅是书本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如今学习

的要求。老师们应该通过课前、课堂问题式教学，激发学

生兴趣，提供课外扩展网站，如：知网、Pubmed、Uptodte等，

引领学生在课下查询文献及相关知识，扩展视野，并使其

成为期末考核的一种形式。课下积极与同学们交流，鼓励

他们提出问题，对有疑问的知识要坚持自己看法，根据自

己想法寻找证据。让学生们学会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培养其创新及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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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将创新融入教学实践

实践操作是每位医学生都必须掌握的能力，医学不仅

仅局限于课本知识，实践操作尤为重要，不仅能培养其动

手能力，更能激发起创新能力。而儿科学由于其病人难以

配合加大了实践操作困难，因此，如何提高儿科教学实践

也是当今教学改革中重要的一部分。儿科学专业性强、理

论知识抽象，且临床工作节奏快、医患沟通困难等原因造

成临床指导老师见习带教一般采用终结性评价模式，教学

效果不能保证 [15]。在临床见习过程中，要鼓励学生 “能做，

敢做，要做 ”，指导学生进行一系列基本操作。如在常见的

儿童体格检查，因儿童区别于成年人解剖位置，如何进行

正确体检作为教学重点，要给学生亲自动手检查和操作的

机会，鼓励学生们自己发现、自己总结其不同之处，激发

学生们主动探索的能力。合理应用模型，如新生儿模型展

示如何进行新生儿喂养、新生儿窒息复苏，儿童模型展示

四大穿刺，让同学们更加具有画面感，规范其操作流程。

定期进行儿科技能小竞赛，将其表现情况作为其期末成绩

的一部分，激发同学们学习热情，使学生被动接受变为主

动学习。让儿科学的不同与特别体现出来，培养学生们对

儿科医师的兴趣。

3 3 融入人文思政教育，培养人文关怀融入人文思政教育，培养人文关怀

“医者仁心 ”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人文关怀是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2016年 12月 7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
[16]。医生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医德的培养在

医学生的培养中尤为重要，而儿科学作为医学中重要分支，

儿科学的教学过程的思政教育是重要部分。将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以其乐于接受的方式深入到儿科学的教学中 [17]，

完善儿科学教学体系。

3.1将人文思政融入课堂教学

作为医学院校，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与临床

实践能力，也要明白人文思政对医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思政课堂教学以专业课程教师为主题，课堂教学为场地 [18]
,

人文思政在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儿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中

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病人，很大可能是一个家庭，这

也是如今儿科医生缺乏的原因之一。因此，培育一名合格

的儿科医师，不应忽视对其人文思政及医患沟通的培养。

医学与人文关系密切，古往今来，无数医学先辈事迹展示

出医者仁心的风范。儿科学作为相对特殊的医学分支，其

人文思政在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教学中可以将人文思政

融入到课堂知识中，增强其自身修养及处理医患关系的能

力。人文思政不仅仅是大的方面，也可以将身边的事迹融

入到课堂中，将这些素材利用课上或课下时间与学生进行

正确引导和交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比如在临床中的

一些德高望重前辈的事迹，让学生们更好的学习与效仿他

们，让课堂充满温暖。

3.2将人文思政融入见习

儿童不同于成人，不能明确表述自己的病情。他们面

对医院，更多的是恐惧，惧怕医院带来的痛苦，无法沟通，

无法配合，这对儿科医师的诊疗带来巨大的挑战。儿科区

别于成人可以清楚明确自己的情况，更多的是对医院的恐

惧。惧怕医院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无法配合，无法沟通，

是儿科医生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如何与这些特殊

的 “患者 ”交流，更好的给予他们关怀，是临床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在医学生见习过程中，可以通过参观儿科病房、

儿科康复中心等，体会临床过程中的人文教育。我们应该

以身作则，规范带教，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等，如参观儿童福利院等，让学生不仅学会临床知识，

更多的学会对小朋友的临床关怀，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儿科

医师打好基础。

4 4 小结小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已

深入人心，以教定学、传统的医学教学模式早已不能满足

医学教学的发展 [19]。面对新时代儿科医生的要求，教学改

革势在必得。为了更好的培养儿科医生，适应时代，要创

新课堂方式，多元化、多方面进行课堂讲解，突破以往传

统课堂，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问题式、趣味式课堂，让

儿科特有的病理、生理及儿科人文关怀以全新的方式展现

在学生面前，让学生真正爱上课堂，参与课堂，培育出一

个基本知识扎实，临床能力过关，兼有创新及科研能力，

并不缺人文关怀的临床儿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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