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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口腔医学专业等非临床专业
《内科学》教学中的探索和实践

江宇 唐曦 刘刚 骆玲

[摘要] 目的 探讨“融合教学模式、整合教学内容、融合科学研究思维”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的“三合”教学模式改

革在口腔医学专业非临床专业学生的《内科学》教学中的优势和可行性。方法 分析比较重庆医科大学第四临床

学院 2020年《内科学》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改革前 3年及改革后 3年的口腔医学专业学生考试成绩，并对 32名教师

和 100名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对改革前后学生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模式满意度进行比较和统计分

析。结果 科学研究型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后，学生的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及总成绩均高于改革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t分别=-3.76、-5.37 、-5.71，P均＜0.05）。学生对提高学习兴趣、增强知识理解、提高临床思维能力、课程

基础临床医学融合程度、对科学研究型教学的接受度这 5 个方面的满意度得分均较改革前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t分别=-8.51、-8.78、-7.15、-9.42、-9.89，P均＜0.05）。结论 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解决了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的《内科学》教学“痛点”问题，提升了学生的科学研究性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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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for non-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of stomatology in Internal Medicine teach⁃
ing JIANG Yu，TANG Xi，LIU Gang，et al.Fourth Clinical College，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three in one"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for non-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of stomatology in Internal Medicine teaching.The research teaching model was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integrated teaching content，and integr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Methods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students of stomatology from the Fourth Clinical College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
form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model in Internal Medicine.Data was analyzed from 32 teachers and 100
students who had given feedback on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through questionnaires. Re⁃
sults After the reform，the daily scores，final exam scores，and total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before（t=-3.76，-5.37，-
5.71，P＜0.05）.Students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five aspects of increasing learning interest，enhancing knowledge un⁃
derstanding，improving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integrating basic clinical medicine into the curriculum，and accepting sci⁃
entific research-based teaching compared to before the reform（t=-8.51，-8.78，-7.15，-9.42，-9.89，P＜0.05）. Conclu⁃
sion The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has solved the "pain points" i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l Medicine for non-clini⁃
cal medical students of stomatology.It can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of students.
[Key words] non-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internal medicine

在医学院校的培养专业中，从临床专业派生出 越来越多的医学相关非临床专业，诸如口腔医学、

药学、护理学、医事法学等。作为医疗专业人员需

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掌握最

新医学研究进展，因此对高等院校医学生知识结构

与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国本科医学教

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 2016版）中要求科研引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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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背景下，临床相关专业人员不但需要具有扎实

的基础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还需要掌握最新医

学研究进展。国家本科医学教育标准要求将科研

活动、科研成果引入教学过程，以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1]。

然而在对非临床专业学生开展临床专业课程

时，人才培养难度较大。如面向口腔医学等临床相

关专业学生开设的《内科学》课程，既与基础学科密

切相关，也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学科。因此，培

养适应时代发展且有能力有创新的非临床专业人

才迫在眉睫。

1 口腔医学专业等非临床专业《内科学》教学的

“痛点”问题

1.1 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需求脱节 口腔医学专

业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颌面部内外科工作，与传统

意义上直接治病救人的临床医师分工有所不同。

而教学大纲要求以重要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为主，教

学目标以通过执业医师考试为主。授课教员身为

临床医师，往往都是按照大纲将疾病诊断、治疗方

法作为教学重点。而对于口腔医学专业学生来说，

这在今后的工作中几乎用不到，因此部分学生对临

床课程不感兴趣、不重视[2]。这造成了按临床医学

专业培养学习《内科学》的目标与授课专业人才（口

腔医学专业学生）培养的需求脱节[3]。

1.2 基础医学理论与《内科学》课程体系整合不足

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

实践能力参差不齐，基础医学理论知识学习的授

课时长和讲授深度不同于临床医学学生。口腔医

学专业学生由于对《解剖学》《病理学》《病理生理

学》等基础医学专业课知识的缺乏，所以学习后续

《内科学》等积极性不高，不能融会贯通，不能深刻

体会临床知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导致总体教学效

果较差。如果仅仅按照大纲要求，要在较短的课时

内将临床各科常见病的诊治原则和要点传授给非

临床专业学生，无疑是对学生和教授的一大挑战[4]。

1.3 课堂教学与未来科学研究脱节 医学教育学

是一个实用性很大的专业领域，但过分强调实用

性，会制约长期科研发展。同样，脱离了临床实际

的纯理论科研也不利于专业的长期发展，两者互为

补充，需要并行发展。虽然本科生教学并不是研究

生教学，不会对科研方法、科研思维及科研理论提出

要求，但是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是需要在

本科教学阶段就重视并解决的，避免单纯科研存在

孤立、片面的问题。但在口腔医学专业《内科学》教

学过程中，存在长期忽视学术理论研究而过于注重

实践能力的问题——学生的高阶能力培养不足，学

生终生学习能力不强，学生的研究型思维培养不够。

2 构建面向口腔医学专业等非临床专业的《内科

学》科学研究型教育教学模式

针对教学中长期存在的“痛点”问题，基于“研

究引领教学”的教育理念，课程组采用构建了“融合

教学模式、整合教学内容、融合科学研究思维”的注

重科学研究性的“三合”创新举措。从基础-临床能

力-科学研究型思维培养角度对非临床专业《内科

学》课程整合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2.1 以兴趣+实例为引导，融合教学模式，改革教学

方法

2.1.1 将内科学与生活、临床实例相结合 在理论

课的课堂上，教师以实际案例让理论知识丰富生动

起来，从而激发学生进行思考，产生探究的兴趣。

方法如下：①可以结合鲜活的生活事件，通过将抽

象的知识用具体、生动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助于学

生理解。②可以讲解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既可以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内科学理论是如何被发现并总

结的，也可以激发学生对科研的热情，促使他们自

主探索。③可以适当让学生了解内科学的前沿动

态，有助于学生掌握最新知识。④教师可以结合临

床病例进行教学，结合口腔医学专业，列举更有针

对性的病例，以使学生尽早地体验进入临床实习阶

段的知识应用。

2.1.2 改革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式、比较式、问题

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分析能力以及积

极主动性。教师既可以用设问的方式，也可以用作

业的方式提出问题。教师需要合理编排、重组教学

内容，将相近的内容进行有效的对比授课。引入互

联网 + 时代下的新式教学方法：如慕课、微课、翻

转课堂等，利用腾讯会议、超星课堂及线下教室、

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等多种课堂形态，灵活运用课

堂形式使思政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理实一体化，

采用情境教学法、病例教学法、角色体验法和虚拟

教学法等多种混合课堂教学方法，实现对学生人

文素质、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能够

提升医学相关非临床专业学生学习《内科学》的热

情，改善学习效果[5]。

2.2 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教学内容整合，形成科

学研究性的知识结构 基础医学必须服务于临床实

·· 347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4 年 4 月 第 22 卷第 4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Apr.2024，Vol.22，No.4

际问题，而临床理论和思维的建立必须来源于扎实的

基础医学理论。医学教育要创新教学方法，让基础医

学更加符合临床需求，临床医生具备“知其然需知其

所以然”的能力。可以通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教学

模式整合，形成多维度知识结构。按照人体器官系统

教学，“从宏观到微观”可以帮助学生记忆；“从形态到

功能”可以帮助学生对功能的理解；“从正常到异常”

可以加强比较，增加对疾病的认识；“从疾病到药物治

疗”有利于学生对药理知识的掌握，为实施以问题为

基础的教学方法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学习临床医学

《内科学》课程打开新的教学方法的大门[6]。

对原本基础医学理论知识相对薄弱的口腔医

学专业等非临床专业学生进行《内科学》课程教学

时，应注重复习基础医学如《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免疫学》相关内容，通过整合医学的方式和教学方

法引出相对应的临床症状及体征，让理论机制和临

床实践密切结合，为学习临床医学《内科学》课程打

下更系统和坚实的基础。

2.3 在临床教学中融入科学研究性思维 ①加强

对医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在临床具体疾病的分析

诊断教学中，以坚持回顾基础知识作为教育的基本

环节，教学更注重科学研究性，在回顾的过程中寻

找临床问题，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

题，寻找有效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解决。②在临床教

学中建立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科学研究的问题一

般来源于临床，所以对于问题的解决应该从基础性

思维出发，以临床作为依托从而完成整个解决问题

的过程。③见习和实习过程中加强对临床医学者

的引导：在实践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对基础

知识进行分析，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研究

性思维能力的巩固。同时对学生的临床学习进行

启发，在临床问题上对学生进行诱导，进一步培育

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④加强对学生进行文献调

研习惯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同时加强对学生

医学文献调研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多阅读有用的参考书籍，结合学习到的基础知

识和临床课程内容，一定程度上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加强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对于文献

的调研能力和临床推理能力[7，8]。

3 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应用于口腔医学专业《内

科学》的教学成果

重庆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学院从 2020年开始担

任口腔医学专业《内科学》教学任务，重新规划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选择有较为丰富临床、

科研经验的高年资中高级职称教师组建教学团队，

以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开展《内科学》在口腔医学

本科教学。本次课题组将改革前3年及改革后3年

的口腔医学专业学生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20%，期

末考核成绩占 80%）进行了分析，并对 32名教师和

100名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分别进行了科学研究型教

学模式实践效果的问卷调查，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

意程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1～5 分，分值越大，表

明满意度越高。

3.1 改革前后学生考试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改革前后学生考试成绩比较/分

时间

改革前

改革后

平时成绩

15.45±1.37
16.12±1.12*

期末考试成绩

64.03±4.55
67.02±3.21*

总成绩

79.48±5.15
83.14±3.79*

注：*：与改革前比较，P＜0.05。
由表1可见，科学研究型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后，

学生的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及总成绩均高于

改革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3.76、-5.37、
-5.71，P均＜0.05）。
3.2 改革前后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比较见

表2
表2 改革前后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比较/分

项目

提高学习兴趣

增强知识理解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课程基础临床医学融合程度

对科学研究型教学的接受度

改革前

3.03±0.92
3.05±0.77
3.20±0.95
3.02±0.84
3.00±0.89

改革后

3.95±0.57*
3.91±0.61*
4.00±0.58*
3.99±0.59*
4.06±0.60*

注：*：与改革前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教学改革后，学生对提高学习兴

趣、增强知识理解、提高临床思维能力、课程基础临

床医学融合程度、对科学研究型教学的接受度这

5 个方面的的满意度得分均较改革前升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8.51、-8.78、-7.15、-9.42、-9.89，
P均＜0.05）。
3.3 其他成果 通过教学模式的改革，学校口腔医

学专业教师科研能力逐渐提升，教学课题申报、SCI
论文发表和课题申报数量均逐年上升。

（下转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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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培养心脏外科医师、提高培训教育质量提供

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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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望

“融合教学模式、整合教学内容、融合科学研究

思维”的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不仅注重基础与临床

的结合，也引导学生思考现有治疗方法中的不足之

处或发展趋势，加大对科学研究思维的培养，并在

时间允许范围内进行一定的科研文献学习和科研

实验开展，进行有益的科研探索。并邀请不同领域

的专家学者讲授不同领域的科研进展和成果，旨在

通过学科交叉、碰撞，开拓研究生的视野，启迪其创

新思维。

目前，非临床专业《内科学》的“研究引领教学”

教育理念不断完善，培养目标具体细化，相应的培

训策略不断调整更新，建立和健全科学研究型教学

培养体系，为培养高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口腔医

学复合型、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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