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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年来,来华接受口腔医学本科教育的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新形势下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

能满足教学需求,亟需寻找提升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结合

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教学现状,将双语教学、PBL教学、全过程学习互动小组、探究式教学、循序渐进式实

践操作及全过程学业评价的教学模式充分结合应用于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的Dental
 

Materials、Clinical
 

Pharmacy
 

for
 

Stomatology课程,探索多样化教学模式在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学中的运用策略及重要性,以

期有效提高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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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的颁发及国家对高校国际化建设进程

的推进,来华接受口腔医学教育本科留学生人数呈逐

年上升趋势[1-2]。考虑留学生语言水平、文化背景、价
值观的差异及口腔医学教育的专业性,传统教学模式

已经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探索构建适用于新形势下的

教学模式及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口腔医学本

科留学生教育亟须解决的难点。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院(以下简称“本院”)作为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之一,依托四川大学承担着中国西部口腔医

学本科留学生教育的重担,迄今为止已经培养了上千

名海外留学生,遍布世界各地。结合高等院校教学改

革目标,本院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新形势下口腔医学本

科留学生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前期在借鉴国内外

口腔专科院校口腔医学留学生教育先进教学经验的

基础上,本院以留学生课程Dental
 

Materials(口腔材

料学)、Clinical
 

Pharmacy
 

for
 

Stomatology(口腔临床

药物学)为切入点,探索构建了囊括双语教学、Prob-
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全过程学习互动小

组、探究式教学、循序渐进式实践操作及全过程学业

评价的多样化教学模式且取得了良好成效。本文旨

在分析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教学现状,以口腔材

料学、口腔临床药物学为例介绍多样化教学模式在口

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育中的策略及应用,探索多样化

教学模式的成效及重要性,思考讨论口腔医学专业本

科留学生教学改革的难点,以期为口腔医学专业本科

留学生其他课程提供参考,进而提高口腔医学专业本

科留学生教学质量。

1 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教学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来华口腔

医学留学生的生源不再局限于非洲等经济欠发达地

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葡萄牙等国家占比日益

增加[3]。然而,对非汉语母语留学生而言,来华前接

受短时间且非系统的汉语学习仅能满足日常需求,后
续汉语的学习未与专业课程紧密联系,语言和专业课

程知识体系分离化[4]。此外,由于留学生教育背景差

异大、个体素质参差不齐及传统的教学模式仅做中文

教材的英文翻译复述等原因,常常造成留学生无法系

统学习知识点,最终导致临床实操困难[5-6]。因此,尽
管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的生源质量有所提升,但是语

言困难问题、教育背景差异、相关专业知识基础薄弱

及无法临床实操仍然是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学工

作中面临的主要难点,严重影响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

的教学质量。

2 多样化教学模式在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育中的

策略及应用

2.1 双语教学 前期调研发现,口腔医学本科留学

生母语均非汉语,专业课程无英文教材,以中文教学、
中文教材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显著增加了专业课程

的学习难度。因此,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课程教学模

式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双语教学,并将该模式贯穿

理论学习、实验室教学及临床实践全过程,覆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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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课件等方面。本院开展的口腔材料学课程融

合参 考 了 Phillips'
 

Science
 

of
 

Dental
 

Materials、

Dental
 

Biological
 

Materials 等英文书籍,口腔临床

药物 学 课 程 参 考 了 Appliedpharmacology
 

for
 

the
 

Dental
 

Hygienist、Contemporary
 

Dental
 

Pharma-
cology

 

Evidence-based
 

Considerations及Oral
 

Phar-
macology

 

for
 

the
 

Dental
 

Hygienist等英文教材对各

个章节的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补充,实现了双语教学

课堂及双语考试内容,避免了中英文译本的误差导致

理解错误,使留学生全方位感受到双语的学习环境和

教学环境。双语教学也为后期留学生临床实践奠定

了语言及专业理论基础。

2.2 PBL教学 PBL是一类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

为中心、教师以指导为主的教学模式,已经广泛应用

于医学教育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11]。将该模式融入

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学中,旨在缺乏临床实践的前

提下,将理论基础教学问题化抽象为具象,完成理论

教学的目标。PBL教学引导学生带入临床问题进行

学习,可以提高学生课堂关注度,使其围绕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积极思考,将基础理论与疾病治疗知识联系

起来,建立起临床思维及发现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口

腔临床药物学教学中以临床常见病例用药为引线,通
过1例下颌骨多发陈旧性骨折伴感染治疗的课堂案

例,学习在口腔颌面外科治疗中常用的抗菌药物类

型、作用机制及抗菌谱范围,进一步延伸引导学生思

考如若青霉素类及头孢菌素类均过敏,该类患者经验

性抗感染治疗应选择何种抗菌药物? 治疗效果欠佳,
如何调整抗感染治疗方案?

2.3 全过程学习互动小组 借鉴干昌平等[10]的经

验,组建了包含口腔医学留学生、中国学生、语言教师

及专业课教师的学习互动小组,实现语言课与专业课

内容同步化。学习互动小组的内容不仅限于课堂学

习,还延伸至临床实践及就业后临床工作中实际遇到

的问题,实现理论联系实践的全过程互动学习。例

如,专业理论课堂上学习了抗菌药物的分类、作用机

制及抗菌谱,结合全过程学习互动小组讨论分析案

例,加深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了解

如何通过将药物效应动力学、药物代谢动力学及《抗
菌药物临床使用指导原则》几个知识点融会贯通从而

解决临床中实际的用药问题。

2.4 探究式教学 口腔医学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点

难且枯燥已经成为口腔留学生较为普遍的认知,如何

使教学更有趣味性、启发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口腔

材料学及口腔临床药物学每个章节的内容分别由时

事热点或科研领域新进展引出,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

兴趣,启发学生思考,学习后又设置一定挑战难度的

问题,维持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口腔材料学相关章节

的教学中,提出口腔潜在恶性疾病在行局部光动力治

疗时,湿润的口腔黏膜环境及舌头运动等因素常导致

药物局部浓度低,从而影响疗效的实际问题。参考藤

壶在海洋环境中可以稳定黏附于轮船及鲸鱼的现象,
以此引发学生思考是否有一种材料可以稳固地黏附

于口腔黏膜,抵抗湿润环境及舌头运动对局部治疗效

果产生的不良影响。在抗微生物药物的教学中,以秋

冬季节高发的甲、乙型流感为例,启发学生思考如何

选择治疗药物,对比抗病毒药物与抗菌药物的区别,
引出抗微生物药物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探索如何研发

新型抗病毒药物。

2.5 循序渐进式实践操作 口腔医学的教学强调理

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及实践操作的递进性[12]。在学

习理解专业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室和临床实践操

作明确并巩固原理及进一步加强严格的口腔临床技

能训练,是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毕业后成为合格口腔

医生的基础。基础理论学习期间,结合仿真模拟操

作,提前了解临床问题及环境;专业理论学习期间,进
入临床实习,跟随带教教师观摩学习如何与患者沟

通、熟悉操作技巧,训练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临床思维能力。最后,专科临床实践期间,在带教

教师指导下独立与患者沟通、进行临床操作。结合全

过程学习互动小组,引导留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强化

理论基础及实践操作技能。

2.6 全过程学业评价 教学考核既是教学成效的验

证,也是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四

川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创新举措的经验,将“全过程学

业评价”应用于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口腔材料学、口
腔临床药物学课程。通过采取理论与实践操作、线上

和线下的多种考核形式,遵循四川大学课程成绩构成

要求,将课程的成绩由期末考试“一考定终身”转变为

平时课程阶段小结考试、课堂团队案例陈述、个人案

例分析报告和期末客观题考核综合测算考核。此外,
口腔材料学、口腔临床药物学具有高度的学科交叉

性,过程考核平衡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两部分的比

例,强调学生的全过程动态考核。

3 多样化教学模式在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育中的

成效

3.1 教学满意度 教务处开展了口腔医学本科留学

生关于多样化教学模式教学满意度的调查问卷,问卷

内容涉及语言、专业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操作三方

面,根据内容选择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分别计
 

0~
2分,总分6分。共有8名学生参与调查,总分3分占

37.5%,总分4分占25.0%,总分5分占25.0%,总分

6分占12.5%;语言、专业基础知识及临床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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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分别为1.625、1.375、1.250分,均位于基本满

意得分以上。“以学生为中心、双向反馈”的多样化教

学模式,形式内容丰富,激发了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满意度。

3.2 教学质量 教务处进一步采用调查问卷开展了

教师关于多样化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质量的评价,问卷

内容包含教学方法、考试成绩两方面,根据内容选择

未改善、基本改善、改善,分别分别计
 

0~2分,总分

4分。共 有 8 名 教 师 参 与 了 调 查,总 分 2 分 占

50.0%,总分3分占50.0%;教学方法、考试成绩平均

分分别为1.5、1.0分,位于基本改善得分及以上。多

样化教学模式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变,将语言、专业

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操作相结合,打破了语言、专业

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壁垒,实现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
连续性及实践性,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及专业成绩,
改善了教学质量。

3.3 其他 多样化教学模式引导口腔医学本科留学

生将学习内容与本国口腔医学教育目标相互嵌合,促
进了留学生回国后执医考试的通过率,为培养合格的

口腔医生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此外,多样化教学模

式在培养自身学习能力的同时,也不断引导优秀的口

腔医学留学生提升科研及教学能力。留学生承担着

促进本国口腔医疗事业发展的重任,其回国后从事口

腔医疗及教学工作,保持临床问题的沟通交流,显著

提升了当地口腔诊疗、教学水平,也为本院援外医疗

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教学改革难点与思考
  

多样化教学模式应用于口腔临床药物学、口腔材

料学课程中,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成效。然而,多样化

教学模式的推广对教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

是提升教学能力、建设师资队伍及整合教学课程等

方面。

4.1 提升教学能力 由于目前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

中文水平普遍偏低,理论教学、实践操作理论上仍然

以双语教学为主。本院现有师资队伍仅能实现双语

的理论教学,暂不具备实验课单独开双语授课的资

源。建议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实验课双语授课、承担理

论课双语授课助教,提升教学能力,为留学生提供英

语课堂及课后辅导。

4.2 建设师资队伍 现有大部分课程教师年龄偏

大,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本科留学生教学的改革要求。
因此,需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引进优秀的青年教师,
打破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学师资队伍的固化结构。
建议每门课程形成“老-中-青”三代年龄和知识结构合

理的师资队伍结构。教学经验丰富、理论知识扎实的

“老一代”和肩负教学改革重任的“中一代”可以发挥

骨干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新一代”可以展现青年教

师创新思维,使教师团队中的成员优势互补,为教学

改革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4.3 整合教学课程 现有课程各版块分别由不同科

室的教师负责,存在学科间横向联系不足、教学重点

内容重叠或盲区并存、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教学内容

有出入等问题。建议打破传统备课模式,组建各课程

教学团队开展集体备课,对授课知识点进行统一梳理

总结,实现理论知识与临床实操紧密结合。

5 小  结

通过分析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的教学现状,
将双语教学、PBL教学、全过程学习互动小组、探究式

教学、循序渐进式实践操作及全过程学业评价的教学

模式充分结合应用于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留学生的口

腔临床药物学、口腔材料学课程,探索了多样化教学

模式在口腔医学本科留学生教学中的运用策略及重

要性。实践证明,将多样化教学模式应用于面向口腔

医学本科留学生课程,充分利用学习小组人员的多样

性、探究教学对象的趣味性及挑战性、注重教学方式

的启发性、强调教学过程的递进性及考核方式的多元

性,可以有效提高口腔医学留学生本科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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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护理学专业健康素养调查及健康教育课程优化研究*

王 梅,陈 峣,任 航,张艺馨,隋国媛,于 漫,刘映洁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110847)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专业学生的健康素养现状及其相关因素,为护理专业健康课程的评估与优化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问卷》对辽宁中医药大学大二年级护理学专业

的282名在校学生的健康素养现状进行现场调查。数据分析使用SPSS23.0软件。按数据类型,采用t检验和

χ2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 共计调查282人,平均年龄(22.00±2.56)岁。60人(21.28%)具备基本健康素

养。3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34.04%)、基本知识理论和理念(23.76%)和

健康技能(10.28%),且调查对象中护理学班级和护理学(专升本)班级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和3个方面的健康

素养均有显著差异(P<0.05)。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科学健康观(81.56%)、安全与应急素

养(62.41%)、慢性病防治素养(49.65%)、健康信息素养(39.72%)、传染病防治素养(30.14%)和基本医疗素

养(17.02%)。除了传染病防治素养外,其他健康问题素养水平在所调查的2组班级间存在显著差异(P<
0.05)。结论 健康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教育改善,教育机构应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提高护理学

专业学生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并针对性地提出健康教育课程的优化措施和策略。
[关键词] 护理; 在校学生; 健康素养;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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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与

疾病的预防。因此,健康素养已成为当代医疗从业者

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健康素养是指个体具有获得

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的能力,并根据这些信息

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决策,维护和提高自身的健康状

况[1]。特别是在护理领域,护士作为医疗服务的重要

一环,其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关系患者的健康和安全。
针对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健康教育课程不仅关乎学生

的个人发展,更直接影响到医疗行业的整体水平。医

学教育界开始更加重视对学生健康素养的培养,并将

健康教育与传播能力的培训与评估贯穿于护理专业

所有学科的教学之中[2]。当前,尽管护理学专业学生

普遍接受过一定的健康教育,但其健康素养水平仍参

差不齐[3],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

剖析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健康素养现状,为健康教育课

程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以培养出更多具备高水平健

康素养的未来护士。
因此,针对护理学专业健康教育课程的评估与优

化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为贯彻《“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对本校护理专业学生进行了深入的健康素

养调查,并结合现代医学教育的最新理念和方法,旨
在为护理学专业健康教育课程的评估与优化提供有

力的数据支持,进而为未来护士提供一个更加科学、
全面和实用的健康素养培养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

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健康素养,同时也为培育具有高水

准的护理人才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基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辽宁中医药大学大二年级护理

学专业的282名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护理学

本科和护理学专升本2个班级。这些学生未来将承

担起护理工作的重要职责,因此,对其健康素养的评

估与优化显得尤为重要。
1.2 方法 采用《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问

卷》[4]进行线上调查。调查主要内容为:(1)调查对象

的个人背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性别、常见病和

在过去1年的健康状况等基础数据。(2)健康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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