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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药理学专业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课堂激励是课堂教学有效开展的关键。为了更好地进行中药学专业

大学生的课堂激励,应坚持“基于大学生个体特征”的理念,以专业发展需求为本,同时充分理解大学生个体特征,

分析大学生个体变量,运用各种激励手段,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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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中药学专业为国家及省级特色专业,

自专业建立以来为国内外中医药行业培养了大

量中药学专业人才。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培养

创新意识鲜明、实践能力突出的新型中药专业

工作者是我们教学的终极目标。以往教学中激

励学生的学习多以教师从“教”的方面进行,而
以专业特色,从“大学生个体特征”理念入手的

激励机制尚不普遍。本文根据我校中药学专业

学生的学情,以个性化激励为特点,构建了药理

学课堂教学设计;对教学所涉及的各要素进行

合理的策划与安排[1],以达到更加良好的教学

效果,提高人才培育的质量。

1 中药学专业学情分析

1.1 学生专业背景分析,有助于教学目标的调

整

我校中药学特色专业培养目标是以产、学、

研紧密结合。以此为立足点,通过多方面分析

学生毕业去向、行业知识需求及继续教育需求

等,构建适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设计。

这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同时也

保证了教学内容与社会的需求状况相适应。以

药理学课程为例,同样的教学内容,面对的学生

可能是来源于临床或非临床相关专业,他们的

培养目标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只有明确了学

生专业背景,才能决定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培养

目标之间的关系,故而中药学专业药理学教学

设计的重点是如何加深学生对药物的药理作用

的理解,激发学生对作用机制探讨的兴趣。

1.2 学生情况分析,有利于教学策略的形成

即使是同一个专业,但不同班级的学生特

点也有差别,体现在学习基础、对待这门课程的

认识和学习态度都有很大的不同。个性化教学

的实施方案必须依赖于学情的正确把握,需体

现以学生为教学活动的主体的理念。在课前准

备阶段,可通过微信、QQ 等网络或面对面交

流,了解学生的心理、生理等特点。根据此专业

学科的学生特点,我们制定出个性化教学的策

略。

如某中药学专业班级的学生总体特征体现

在:药理学相关的前修课程如生理、病理等基础

知识扎实;学习主动性较强,对识记内容掌握程

度较其他专业强;但此班高考文科生比例较大,

所以相关化学等理科知识较为薄弱,同时实验

动手主观愿望和实践操作存在距离。这些特

点,均需制定相应的教学评价方案和教学策略。

2 个性化激励课堂策略的实施[25]

2.1 课前预习的奖励激励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大学生主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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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正在逐步的退化;缺乏主动探究问

题的兴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比解决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因为一个有质量的疑

问,必须是建立在对这个部分知识点充分理解

基础上而产生的想象力。我们最理想的教学目

标就是最大程度地保留和启发学生的主动质疑

能力。

教师在药理课前导读环节,重点引导学生

对相关前修课程,如生理和病理等基础学科的

回顾。在学习目标的带领下,具有质疑个性的

学生,可能在预习之后能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对于这部分学生,为了保持其学习的积极状态,

教师应给予及时表扬和课堂成绩的高分;同时

教师和全班同学则一起讨论学生提出的问题。

这个奖励性策略环节的设计目的就是引导学生

充分复习与预习内容相关的问题,以利于后续

的课堂教学。

2.2 针对学生的不同个性,以信任激励丰富课

堂教学

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少教师不善于激发学

生的情绪,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缺乏师生的情

感交流;学生的参与教学意识不强烈,常常在课

堂中不愿意动脑筋。这种枯燥呆板课堂气氛难

以把学生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课堂教学中。

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积极参

与到整个教学中。个性张扬的90后需要更多

的参与,所以药理学一些系统性较强的章节,教
学设计以小组讨论和“小教师”角色等形式,吸
引学生指导性自学。例如教师在讲授完传出神

经系统概论和 M受体阻断剂后,对于胆碱酯酶

抑制剂章节,鼓励学生自己上台以自己的方式

讲解知识点。这种信任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个展

示自我的舞台。当然,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组合

小组时要吸纳个性各异的同伴:对于擅于表达

的学生,在讲解知识的过程中能提高他们综合

素质;对于表演天赋佳的同学,通过情景模拟等

教学活动发挥其所长;而个性羞涩的学生则在

整理PPT和问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充

分尊重大学生个性的教学设计,使每个学生以

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主动地学习。

2.3 针对学生从网络获取知识的特点,以解惑

激励巩固教学内容

不可否认,现在大学生的生活与网络密不

可分。我们课堂外的教学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各

种教学软件和网络平台,将课堂教学向网络拓

展。利用网络的无所不在将教学活动不知不觉

地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

例如有班级的一个学生偶然在网络论坛上

发现有人直播服用安定(地西泮)自杀,这个现

象引起同学们的强烈关注。教师立即将镇静催

眠药这个章节调至此时讲授,全班在“死”或“不
死”的激烈讨论中,完成了对不同镇静催眠药安

全范围和抢救措施的学习。平时此部分的教学

设计是利用微信或QQ群等网络交流工具,教
师不时在上面设定问题,征求答案。只要学生

能对提出的问题给出有效的解答,老师则根据

学生的回答在网络或课堂上给予肯定。这样,

将枯燥的药理理论知识和真实问题的情境结合

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了课堂教学内

容。

2.4 针对学生乐于表现自我个性的特点,在阶

段性教学中活用情境激励

我们传统的课程评价往往是一张试卷定终

身。这种导向就使一部分学生过于追逐一时的

分数而忽略了知识的学习,重视课堂的“背”忽
略了实验中的“做”;其后果就是考试过后就忘

记了教学内容,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特点。所

以我们教学评价环节应该重视阶段性教学评价

结果。

这个环节的教学设计是,当结束一个阶段

教学活动时,采用班级内的药理学相关知识竞

赛等方式,使此部分教学的内容得到提炼与总

结。如讲授完化疗药物后,教师以“抗生素给人

类的带来了什么”为题组织全班的现场辩论。

学生在双方辩论中,通过思维的碰撞更加容易

形成自己的观点,摸索新的思路。在实验教学

阶段结束后,以实验技能大赛的形式锻炼学生,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科研潜能和热情。

3 个性化激励策略在药理课堂教学的效果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指出,教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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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鼓励、唤醒和鼓舞。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也在激励研究

中发现,一般情况下,人的能力发挥20%~
30%,而在充分激励后,学习 能 力 可 发 挥 到

80%~90%。由此可见,激励教学对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而在

我们高等中医院校,在“师带徒”的历史传承中,

过于强调了师道尊严,校园中多见思维严谨、态
度严肃的教书匠,少见有教学激情和教学艺术

的教学大师。激励教学的缺失使学生失去了被

点燃和唤醒的火种,学生体会不到学习成功的

快乐,教师也感知不到教学的乐趣。

采用个性化激励策略后,大多数学生都能

从不同角度体会到学习药理学的魅力。药理学

本来是一门枯燥复杂的课程,但大家都觉得妙

趣横生,教学效果良好。在教学总结性评价中,

实行激励教学的班级卷面平均分达到85.5分,

比平行对照班高出近10%。更为显著的是,全
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报考了药理方向的硕士研

究生(一年后)。由此可见,科学有效的激励机

制,能有效地“唤醒”学生学习的乐趣,甚至促使

学生愿意将之成为自己将来的职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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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登·

中医师承教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的实践与思考
肖强 (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关键词:中医;师承教育;学位教育

1 中医师承教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的实践

1.1 导师队伍管理

为更好地实现师承教育与院校学位教育相结合的

培养模式,采取师承导师指导与学位导师指导两者相

结合的教育形式,能够切实有效地规避师承制专业学

位教育中导师指导方面出现的问题,以便建立行之有

效的新型师承制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师承导师绝

大部分为研究生导师,同时针对少数校外名老中医的

实际情况,学校特别颁发导师聘书,并辅以校内有经验

的研究生导师协助指导,从制度上保证师承专家指导

学生的主体性及指导过程的规范性。并且制定具体的

师承研究生培养计划表,要求导师从理论知识和临床

实践技能两方面对学生进行培养。

1.2 课程体系建设

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以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

特点为基础,结合学位授予要求,同时针对当前中医专

业学生在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中医四大经典及中

国传统文化掌握程度较差的现象,进一步强化对中医

经典原著理论的学习,并增设一系列中国传统哲学与

文化课程,增强学生对中医传统文化的理解。具体体

现在:课程设置包括中医经典原著理论与实践、中医临

床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专业英语、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等。

1.3 培养过程管理

在严格按照中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要求与学

位授予原则的基础上,注重辩证逻辑的中医思维模式

与娴熟的中医临床技术能力的培养,以名老中医学术

理论与临床实践两方面的继承与创新能力为主要学习

内容,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管理与考核机制,以培养出

高质量的中医药工作者为最终目标。培养过程中,以

同等学力在职攻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为主要参照管理

模式,充分体现研究生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专业学

位培养与师承教学相结合、师承名师指导与学位导师

指导相结合的特点。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主要

表现为采用集中授课与自主学习相结合、基础课程学

习与继承教学相结合、理论知识与跟师临诊相结合的

培养模式。

1.4 学位申请

申请临床医学(中医师承)专业学位的继承人完成

继承工作学习任务并符合结业要求,等同于完成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的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临床教学及专

业学位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2万字,

博士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3万字。

2 中医师承教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的思考

2.1 充分重视中医师承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的差异性

中医独特的师承教育打破了学院式教育“共性化、

大批量”的传统教育模式,体现了“个性化”培养要求,

院校教育有体系完整、规模健全、管理规范等优点,因

此应相互借鉴,共同构成具有中医特色的新型高层次

人才的培养模式。

2.2 加强中医师承教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的质量控制

在具体实践工作中,由于存在师承考核和学位授

予考核两个主体,且负责的单位不同,对于“师承合格”

和“学位合格”的标准客观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建立合

理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对上述两个考核主体在今后的

实践中进行更加有效的衔接与整合,将是中医师承教

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

2.3 避免中医师承教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成为高层次

中医药人才学历教育的“后窗”

中医师承教育由于其选拔的特殊性,其入门门槛

与普通研究生选拔录取有较大的差异。培养过程中,

其管理相对松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自觉性和

导师指导的主动性,这些特点与普通研究生培养的全

方位过程管理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中医师承教育的

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应与培养高校紧密配合,达到殊途

同归的效果。

2.4 避免“继承有余、创新不足”的问题

中医师承教育以继承为主,但发展的精髓在于创

新。因此,师承体系内的学位论文更加需要强调创新

性,师承教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模式中,需要突

出强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程度,同时将能

否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作为评价论文水平的重要指

标,真正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2011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管理创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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