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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 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 以教师为主

导
、

以学生为主体
,

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教学方

法
%

它是 !# 年代医学教育界为解决医学知识与

医学相关的各门学科知识急剧增多
,

医学课程

门数和学时数不断增加
,

医学院学生学 习负担

越来越重的问题
,

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教育新

途径
%

这一教学方法
,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

能力
、

自学技能以及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

在医

学教育界引起 了极大 的兴趣
%

目前
,

世界上有

相 当多的医学院校
,

采用这一教学方法
%

我们

在原有教改的基础上
,

对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

方法作了尝试
%

结果证明
,

以间题为基础的教

学
,

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医用物理教学
“

内容多
,

学时少
,

学生被动学习
”

的难题
,

以及培养医学

院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分析 问题
、

解决 问题

的能力
,

有较好的效果
,

方 法

在 & ∋ 级医学本科生 中平衡设置两个教学

班
,

每班 & ∋ 人
%

∀ 班 �传统教学班 ∃采用传统的

教学方法
,

以讲述为主
,

以传授知识为 目标
,

整

个教学活动由组织教学
、

复习旧课
、

导人新课
、

讲授新课
、

布置作业构成
%

 班 �问题教学班 ∃则

采用以间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

以教师为主导
,

以学生为主体
,

以解决问题为 目标
,

整个教学活

动由提出问题
,

阅读思考
,

讨论总结构成
%

课程

结束
,

分析比较两个教学班的学习成绩和后期

学习情况的调查分析
%

提 出问题
,

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内

容 的现代化
、

实际化
、

综合化等要求
,

精心设计

每一章的问题
,

课前发给学生 的过程
%

问题包

括基本问题和思考问题
%

基本问题是学生必须

掌握的基本概念
、

基本理论
、

基本方法 ( 思考间

题主要反映与本学科横向联系的学科内容和本

学科 的发展动态
、

应用前景等
%

例如在
“

静 电

场
”

一章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 � 电

场是什么 �  电场有哪些性质� ! 怎样描述电

场的性质 � ∀心电图波形是怎样形成的� 等等
#

在思考问题中
,

我们提出过的问题有
∃ � 怎样用

噪声抑制噪声 �  第五种力存在吗 � ! 能否找

到磁单极 � ∀工作物质不实现粒子数反转能产

生激光吗 � % 人眼为什么能看见虚像等
#

通过

这些思考问题
,

引导学生多阅读
,

勤思考
,

悟物

穷理
#

阅读思考
,

是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
,

围

绕着中心问题
,

充分地应用可能得到的教育资

源和现代教育技术 &如课堂
、

讲座
、

广播
、

电视
、

录像
、

幻灯
、

计算机检索系 统
、

图书资料
、

板报

等 ∋获取最多的有效知识量的过程
#

这一过程

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
,

拓宽知识层面
,

自学技能得到培养和提高
#

学生也可以通过积

极地阅读和认真地思考
,

提出一些挑战性
、

偶然

性和具有感情色彩的问题
,

为下一阶段的讨论

总结打下基础
#

讨论总结
,

讨论是学生与学生
,

教 师与学

生
,

相互交流学习体会
,

每个人的聪 明才智都

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 中
,

多数问

题得到解决
,

教师起到评论员的作用
,

主要是

明确概念
,

加强重点
,

答疑难点
,

对于学生提出

的一些挑 战性
、

偶然性 和带有感情 色彩的问

题
,

教 师则可以起到情报员的作用
,

告诉学生

查哪方 面的资料
,

启发学生怎样思考
,

以求得

问题的解决和前瞻性的预见
#

总结是教师对每

一章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

物理图像
、

工作语言
、

其历史现状和前沿方 面
,

用精练的语言
,

画龙

点睛的归纳和概括的过程
#

这一过程的 目的是

让学生对本章的 内容有一个系 统全面 的了解

认识
#

例如
,

我们对
“

电场
”

一章作的总结概括

如图 (所示
∃

()卷∗期 &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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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开
,

因此
,

知识的记忆和转换是通过相关的问题
#

医用物理学成绩为 ()) 分制
,

包括 巧= 平 来加强
,

有利于学生将不同学科的信息综合在

时成绩
、

(+ = 实验成绩和 >) = 的考试成绩
,

平 一起
,

互相促进
? % 以问题为中心

、

学生 自学讨

时成绩主要是教 师给学 生每次作业的记载分 论为主的教学代替以教师为中心 的说教式教

数 ?实验成绩主要是学生每次实验课操作和实 学
,

减轻了教师连续 ≅学时的课堂压力
,

避免了

验报告的成绩
#

分析比较两个教学班的医用物 教师总感到
“

内容多
、

课时少
、

讲不完
”

的间题
#

理学成绩
,

可以发现问题教学班的平均总成绩
,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关键是精心设计适 当

优秀
、

良好率都略高于传统教学班
,

这说明以问 数量 的问题
#

这是 因为学生的学习是围绕问题

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

获取知识
#

所 以只有设计好问题
,

才能达到教

调查分析两教学班第二学期考试课程的成 学 目的
#

我们体会
,

在 问题的组织设计
、

选择方

绩
,

可以看出
,

问题教学班的各门课程的学习成 面
,

要使问题既有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

绩都比传统教学班高
,

且有继续增高的趋势
,

当 又要能反映教学内容的现代化 ? 既要有 教学内

然学生的后期学习成绩与后期的教学及教学管 容的综合化
,

又要有基础知识 的系统性 ? 既要突

理等各方面 因素有关
,

但我们也不应该否认 以 出问题的实际化
,

又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科学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后续课程 的宇 思维
#

另外
,

实施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

教

习产生影响或将继续产生影响
# ’

师的责任感和业务素质 也至关重要
#

因为
,

以

讨 论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虽然减轻 了教师课堂上的压

通过教学实践和结果分析
,

我们认为
,

以 问 力
,

但大量的准备工作是在课下完成的
,

如组织

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

对于打破目前普遍存在 问题
、

提供信息资源
、

准备答疑等
#

这些都要求

的
“

封闭式
” 、 “

灌注式
”

的传统教学模式
,

实现医 教师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较高的业务素质
#

教师

学教育的现代化
,

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

它同 以 要不断再学习
,

更新知识
,

迎接挑战
#

教师为中心的说教式教学相比
,

具有许多优点
∃

当然
,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困

� 学生的学 习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

并且按 难
,

比如
,

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资源滞后教育发

学生的学习需要来促动 ?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 展
,

教学经费投人不足的问题
?
单科独进

,

改革

解决问题能力和 自学技能 ? ! 学生在学 习过程
,

不配套的问题等
#

因此
,

实施行之有效的以问

中
,

通过查找本人所需要的信息源
,

有利于发展 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

还需要整个教育界
,

尤其

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 ∀由于学生的学习是围 是教师和教学管理者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
,

更

绕着合适的问题
,

而不是按教材的固有 内容展 新观念
,

勇于探索
,

共同努力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