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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疾病预防控制新形势下棳提高流行病学教学质量意义重大暎在教学中采用结合案例暍从细节入手暍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棬斢斿旐旈旑斸旘教学棭暍以问题为中心教学棬斝斅斕教学棭等多种方法和形式棳多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棳提高学习主动性和对本课程的理解掌握棳培养批判性暍创新性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暎
关键词暋流行病学椈教学改革椈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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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的一门骨干和主导科学棳
也是其它医学领域越来越常用的方法学暎过去 棸
年中棳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棳从早期仅研究传染病

扩展到研究与人群健康有关的所有现象和事件椲棻椵暎
其方法不仅适用于疾病病因和防治的研究棳也适用

于预防医学中环境卫生暍职业卫生暍食品卫生等各

种有害或有益因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暎同时

在临床工作和药效评价方面也常采用流行病学的

研究方法棳探讨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棳评价干预的效

果暎因此棳流行病学是广大卫生工作者从事疾病防

治工作时必备的预防医学知识和技能暎但是棳实际

工作中流行病学教学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暎因

此棳在新形势下加强流行病学教学显得尤为迫切和

重要暎我们在提高流行病学教学质量方面进行了

一些探索和改革棳报道如下暎
棻暋结合案例棳多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多数学生认为流行病学比较抽象暍难理解掌

握暎单纯强调原理定义棳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棳课堂

互动较少暎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直接感受者棳其兴

趣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椲棽椵暎在流行病学的教学过

程中棳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棳提高他们对流行病学重要性的认识棳所以上

好第一课是关键暎我们讲绪论时棳抓住发展史的几

个典型实例棳斒斸旐斿旙斕旈旑斾坏血病治疗的试验研究

开创了流行病学临床试验的先河棳斒旓旇旑斢旑旓旝 对伦

敦宽街霍乱暴发进行调查提出霍乱是介水传播的棳
提示学生流行病学完全可以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

开展调查并实施有效的干预暎在介绍用途时棳结合

实例棳如库鲁病的病因研究暍结核杆菌感染的自然

史暍血吸虫病防治效果的评价等暎 后留的思考题

也是结合实例暎 棽棸棸年前的古人类头骨显示生前

做过开颅手术的证实过程棳可以体现流行病学哪些

方面的用途和特征暎实例的引用可以吸引学生兴

趣棳提高课堂授课效果暎
棽暋从细节入手棳提高教学效果

课堂细节虽小棳却能闪耀出教育的大智慧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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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棳折射出教师的教学思想暍教学态度与教学责

任棳成功的教学必定离不开精彩的课堂细节椲棾椵暎例

如在讲授既是重点也是难点的病例对照研究一章

时棳首先与学生一起复习流行病学的特征和研究方

法的分类棳师生进行互动暎其次进一步提问实验性

研究与观察性研究的 主要不同点暎分析性研究

与描述性研究 主要不同点棳通过研究方法分类的

图示棳引出分析性研究根据研究方向不同分队列研

究和病例对照研究棽类棳如果是从暴露到结局随访

研究则是队列研究棳而是从结局到暴露回顾性研究

则是今天要学习的病例对照研究暎具体讲解时先

图示介绍基本原理棳接着边板书边总结基本特点棳
并与队列研究比较棳便于学生们把握本章内容暎另

外棳其他细节上棳比如可比性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棳
斝旈旚旐斸旑效率递增公式用图示暎在介绍病例对照研

究资料分析时强调流行病学资料分析的重点在于

暴露效应的估计和因果关联的分析棳后面对表示联

系强度的指标 斚斠 值进行重点介绍棳讲解它的定

义暍公式推导棳斚斠和 斠斠的关系棳它的含义采用复

习提问 斠斠含义的方式暎力求讲解细致深入棳提高

学生学习流行病学的效果暎
棾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棬斢斿旐旈旑斸旘教学形式棭棳提
高学生学习主动性

国内流行病学教学一直被广泛采用的是传统

教学法棳即 暟一人讲暍众人听暠暍暟教室里学理论棳黑
板上谈调查暠的教学方法暎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是

学生参与学习少棳忽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暎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流行病学某些理论易

掌握棳但运用流行病学方法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差棳走上工作岗位后面临实际多变的现场常常

束手无策暎对此棳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棳就重要和关

键问题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提问以及课堂的讨论棳培
养学生积极思考新问题的习惯棳提高他们综合运用

所学的知识进行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水平棳充分发挥

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暎例如棳对相互联

系又有区别的研究方法棳如病例对照研究和历史性

队列研究棳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和前瞻性队列研究棳
进行比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暎课本上未给出棳学生

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棳老师提出问题后棳让学生充

分思考后棳并通过查阅相关书籍或上网查询等各种

途径棳自己探求答案棳促进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暎然

后让学生分组讨论分析棳每组对各自的结果和结论

进行陈述暎 后由老师归纳和小结暎这样可以营

造既独立思考又热烈交流的课堂氛围棳加深学生对

授课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棳提高学习效果暎使得学生

对流行病学知识的掌握不是孤立的暍片面的暍模糊

的棳而是系统的暍完整的暍准确的暎
棿暋采用斝斅斕教学棳培养学生批判性暍创新性思维

单纯灌输式暍填鸭式教育模式棳削弱了学生挑

战权威和自我创新的能力棳不适应新形势下医学人

才培养要求暎批判性暍创新性思维能力对于推动我

国医学教育改革和提高医学生自身综合素养和自

我发展能力意义重大椲棿椵暎在讲授流行病学方法学

核心内容棳如描述性研究暍分析性研究和实验性研

究等内容时棳采用斝斅斕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棳
即以问题为中心棳以病例为先导棳采用教师引导暍学
生自主学习思考暍开展分组讨论棳并与日常传统的

教学方式紧密结合椲椵暎让学生将书本知识融会贯

通棳并敢于向书本中的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看法棳创
新性地提高自己分析解决医学实际问题的能力暎
我们通常有针对性地围绕一个主题棳选择典型的公

开发表的医学文献棳让学生阅读后进行分组讨论棳
对文献采用的设计方法加以求证并进行优缺点分

析棳鼓励学生发现设计的不足暎这种鼓励和引导学

生对文献暟挑毛病暠暍从中纠正错误暍不畏权威的教

学棳不仅使学生对流行病研究方法和设计掌握得更

为透彻棳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暍解决问题的

能力棳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暍质疑探究

的习惯棳增加其自信心并敢于挑战权威暍质疑经典暎
总之棳在教学中采用结合案例暍从细节入手暍

斢斿旐旈旑斸旘教学暍斝斅斕教学等多种方法和形式棳既可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棳提高学习主动性棳又能培养

批判性暍创新性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棳满足社会对预防医学高级人才的需求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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