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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临床教学改革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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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耳鼻喉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会融合讨论教学法，增强学生

对临床知识的掌握，为实践教学做充足的铺垫。在临床教学中，虽然学生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学习，但是在临床应用时

却总是忘记知识，无法保障临床医学知识的灵活应用，从而难以保障实际教学质量。因此，耳鼻喉科临床教学务必要作出改变，

通过选择创新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联合实训教学实现知识的学习致用，实现临床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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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tolaryngology is a discipline with strong practicalit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mainly focus on theoretical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discussion method will be integrated to enhance students' mastery of clinical knowledge, which will pave the way for

practical teach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although students spend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on learning, they always forget their knowledg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which can't guarantee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medical knowledge, thus it'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actual

teaching quality. Therefore,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otolaryngology must be changed. By choos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can be enhanced, and practical training can be combined to realize th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hus

realiz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clinical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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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何推动教学改革的进

行，是耳鼻喉科临床教学的关键。耳鼻喉教学需要在有限的时

间内，让学生能够接受完整的理论知识，掌握学科发展的动态，

不断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积极探究先进的教学方法，实现

课堂教学模式的全面创新。经过耳鼻喉科的多年教学经验可以

得知，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师要注意与

生理、病理、内科、外科等学科知识相关联，确保理论知识能

够得到灵活应用。此外，调动学生兴趣也是教学的关键内容，

教师要在教学改革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探索欲望，为实践教学

奠定良好基础。

1 耳鼻喉科临床教学存在的问题

1.1教学效率问题

临床教学大部分以大班教学为主，针对此种教学现状，只

能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给予学生针对性的指导。如果选

择小组教学法，虽然学生们有了充足的讨论时间，但教师却难

以兼顾不同小组的学习情况，学生缺乏来自教师及时、专业的

引导，从而无法保证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欲望也

会不断降低。如果将大班教学调整为小班教学，教学资源与教

学场地可能又不充足，师资力量也难以支持多个小班教学的同

步开展[1]。针对此种教学现象，要思考如何调整教学方案，提

高教学效率；同时可尝试联合线上教学，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

流互动，让耳鼻喉科教学不在枯燥无味。

1.2知识系统性问题

教师如果实现教学知识的全面渗透，就需要结合实际问

题，组织开展教学活动，通过问题的巧妙设计，引导学生在问

题探讨中掌握学科知识，使得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能够得到全

面提升，学科知识的掌握也更加扎实[2]。但是，如果选择此种

教学方法，会导致原有学科支持的系统性被破坏，因此在设计

教学问题时需要结合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解决现实教学中存在

的矛盾问题。教师需要结合系统化的知识结构，调整教学方案，

保障问题所涵盖的专业概念能够被学生所接受。但此种教学方

法需要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力，能够帮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

体系，教师要想解决知识的系统化问题，就要了解教学内容，

掌握教学特点，而不是固步自封，不愿创新。

1.3学习能力与素质问题

在医学教育中教学方法主要以导师制教学为主，学生会在

教师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解决存在的教学问题，而在问题

解决过程中，学生需要掌握教学知识，构建知识体系。这对学

生的学习能力与专业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学生本身对

专业知识的掌握还不扎实，受到学习能力与专业素质的限制，

难以跟上教学进度[3]。而且如果缺乏基础理论知识的支撑，只

是单一的推动教学改革创新，这对于学生的学习而言是一项较

大的挑战，学生的学习周期会不断拉长，教学进度也会受到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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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耳鼻喉科临床教学改革过程

耳鼻喉科临床教学改革需要进行融合创新教学方法，同时

也要结合传统教学的优势，合理设计教学方案。传统的医学教

学模式，能够保障教学效率，教师也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学科知

识体系；联合创新的教学方法，能够实现取长补短，让学生对

耳鼻喉科临床知识的掌握更加扎实。教师要从耳鼻喉临床教学

的特点出发，科学设计临床教学改革体系，明确临床教学改革

的过程，为实际执行教育改革方案做好充足准备。

2.1概念形成阶段

针对耳鼻喉科的基本学科概念与理论知识，可选择传统的

大班教学法开展教学。比如在学习耳鼻喉各个器官的结构与生

理知识时，需要对基础知识产生基本记忆，了解具体的原理，

形成知识概念，为后续病理分析教学奠定基础。概念类教学内

容具有确定性特点，耳鼻喉作为正常人的器官生理结构，采取

传统教学法，能够增强学生的记忆，让学生能够形成知识结构

体系[4]。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更容易

接受与理解知识内容，对知识的掌握也就更为轻松。

2.2案例分析阶段

在形成基本学习概念以后，教师可进入到病理分析诊断教

学中，在此案例分析阶段教师可将大班教学调整为 2~3个小班

教学，结合临床案例展开讨论教学。教师可选择综合性且较为

典型的病案，根据教学内容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能够通过

对资料的查找小组内的分析与讨论，对病例内容进行分析与报

告。教师要针对学生们的讨论情况、报告情况加以评定，并及

时解答学生存在的疑难问题，保障课堂教学质量[5]。通过大量

的病例分析，能够突破知识与案例之间的壁垒，让学生能够结

合案例，真正掌握知识概念以及相关的用法，让学生能够灵活

掌握知识，并积极探索新的知识。

2.3临床见习阶段

耳鼻喉科教学需要学生掌握临床的诊断、治疗、预防等方

法。案例分析属于对基本概念与知识的强化，而临床见习能够

带给学生真实的体验，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灵活应用理论知

识，不断提高医学实践能力。在开展临床见习教学时，教师可

将学生划分为多个小组，采取轮换式见习法。比如，在眼科知

识的见习中，可根据眼科临床知识，分出几个较为典型的病例，

如结膜病、泪器病、角膜病、青光眼等、玻璃体病等，由不同

的带教老师带领不同小组进行轮换见习。面对具体真实的病

例，教师可让学生结合基础理论知识，带着问题去尝试解决的

方法，实现理论知识向实践知识的转换。

3 耳鼻喉科临床教学改革方法

3.1课前做好充足准备

教师课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只有保障备课充分，才能够

获得良好的教学质量。首先教师要明确课程教学的重点，根据

教学需求准备好相关的教学资料与教学 PPT， PPT课件内容

要做到图文并茂，既能都吸引学生注意力，也能够展示教学相

关内容。同时教师也要控制好课堂教学进度，明确本堂课堂的

教学目标，通过对教学方法的精心设计，教学实践的合理安排，

保障课堂教学高效开展，让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相关的理论概念

[6]。除了备课以外也要备学生，教师要了解学生们的学习状况，

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保障教学具有针对性特点。同时也可借

助线上教学平台发布预习任务，让学生在课前就能够做好充足

准备，为后续教学奠定良好基础，实现耳鼻喉科教学的高效开

展。

3.2多媒体辅助教学

随着教育教学的高效开展，教师要灵活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创新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应用较为常见，与传统

教师的单一讲解相比，整体教学更加灵活，教学氛围也更加活

跃。多媒体教学需要教师提前制定好教学课件，利用图文并茂

的课件加深学生的理解，比如教师可将难以叙述的知识，以动

画、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也可结合声音、图像等，直观

的展示出知识内容，调动学生的感官，让学生面对复杂的理论

知识能够拥有更为感性的认知，从而使得整体教学更加灵活。

尤其是随着线上辅助教学平台的出现，教师在教学时可通过教

学平台为学生展示重点教学内容，学生也不再担忧遗漏秘籍等

情况的发生，能够更集中精力于课堂听讲，强化学生理解。除

了课程教学以外，教师也可优化课外教学体系，比如在预习阶

段，可为学生推送教学重点让学生能够做好课前预习，为课堂

教学做充足准备；复习阶段可为学生推送习题等，并且能够线

上随时解答学生存在的疑问，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达

到最终的教学目的。

3.3启发式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法都应用较为常见，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

够积极思考相关教学内容，主动去理解知识。启发式教学能够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中多思考，实现对学生逻

辑思维能力的强化，也能够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启发式

教学方法，包括比较法、归纳法、演绎法等等，通过多种教学

方法的灵活应用，能够实现启发式教学的高效开展。在临床教

学改革中，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启发式教学

方法，通过教学情境的灵活创设，激发学生的大脑让学生更善

于思考，引导学生去自主发现新的知识内容，从而获得最佳教

学效果。耳鼻喉科临床教学也可以用形象法、联系法的启发式

教学方法，不断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活跃学生的思维，让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全面与灵活。

3.4病案教学法

病案教学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力，让学

生能够具有临床思维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遵循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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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结合的原则，结合具体的教学要求，选取典型、代表性的

病案，组织学生对病案内容进行针对性的剖析，学生在补习过

程中能够提出问题，并对知识内容进行综合讨论，教师要引导

学生对病案内容进行深度解剖，并针对学生们的讨论结果进行

点评与讲解，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病案教学法能够巩

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掌握采集病史、诊断

处理、急诊处置等基本临床操作技能，使得医学生的实践能力

得到强化，并有效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教师在应用病案教学

法时，要不断加强学习，积极了解本专业相关的检验知识，提

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同时也要做好课前准备，根据临床实际病

案模拟临床实际情况，确保病案教学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能够让学生发掘出价值信息，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病案

内容的选择也要围绕着教学大纲而展开，尽量确保病案内容的

真实性与生动性，能够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在讨论中要有争

议的余地，通过有效的交流互动，加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联

合辅助检查，集思广益，寻求正确的答案，提高学生的临床处

置能力。

3.5PBL教学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一般以教师为主导，教师既是问题的提出

者，也是解答者，整个教学活动主要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是

参加了讨论，知识的获取也只是被动接受学生，难以自主构建

出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应用 PBL教学法能够从问题出发，突

破传统教学限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转变个人角色，

引导学生承担起学习的责任，教师要由传统的知识输出者转换

为自主学习指导者，监督学生整个学习计划的执行情况。在设

计教学问题时，需要围绕着耳鼻喉科临床中常见的病例问题，

同时要涵盖整个章节的知识点，并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去获得

解答方案。PBL教学法强调小组协作学习，让学生在小组内能

够形成自由、舒适的讨论氛围，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欲望。在

解答问题时可引导学生通过查询文献，咨询专家等途径获得思

路，通过探讨获得结论，找出解决方法。最后，教师要注意教

学方法的评价与反思，既要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也要给予

学生科学的评估，针对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3.6临床实训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可开设耳鼻喉科的实训项目，实训内容包括

临床操作等内容，可帮助学生获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同时利

用节假日、寒暑期等机会，联系医院开展见习活动；或者通过

社区义诊活动，开展耳鼻喉健康知识进社区等活动，让学生能

够熟悉外界医疗环境，实现课外实践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学

生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既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培

养学生的使命感。学生通过与真实病人的接触，能够加强对知

识的掌握，提高医患沟通能力。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要积极推动耳鼻喉科教育改革，教师要充

分融合创新的教学方法，同时也可实现多种教学方法的联合应

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医学实践能力，使其能够成为医学专业高级人才，实现耳鼻喉

科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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