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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下的超声医学教学初探

张文芳 陈受田

摘 要 为适应医学发展和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我校实施了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并在卓越医师试

点班中试行，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器官系统教学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临床综合思维和实践能力，较为全面地把握疾

病。 本文总结了我校器官系统教学的实施方法及超声医学在器官系统教学中需注意的问题和一些体会，有利于进一步改

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内容及建设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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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发展， 传统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存在各

学科课程相对孤立、内容重复或脱节，以及基础与临床、理论与

实践分离等问题，已不适合医学人才的培养。 我校于 ２０１０ 年正

式启动了“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并逐步建立“结构功能

与疾病”课程，２０１１ 年开始在卓越医师试点班试行。该课程体系

分 3 个板块：医学概论、九大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疾病”及实验技

能板块，将诊断学、医学影像学、内外科学等内容按人体器官系

统在正常、基本病变及疾病等方面进行横向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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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课程模式

加强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与临床的联系，有利于学生临床综合思

维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超声医学作为医学影像学的一个分

支，为适应新的教学改革模式，做出了相应调整。

一、课程设置

整个影像学的教学安排摒弃了以往教材将 Ｘ 线平片、ＣＴ、

ＭＲＩ、超声及核医学等按系统或学科分割编排的方式，而根据临

床需要按各种不同疾病的影像学特点进行编排。 先详细介绍临

床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和相关内容， 将次要的方法放在后面

并予适当减略，同时增加多种影像学检查方法的合理选择，让学

生能充分了解超声检查的优势和特点， 在临床工作中很好地应

用超声。同时，重组了超声教学的内容，删除了以往教材中病因、

病理及临床表现等与其他临床学科重复的内容， 重点讲授某一

器官系统的超声检查方法，相关疾病的超声表现及鉴别诊断，针

对重点、难点进行讲解。 而且，缩减了现在临床工作中已较少使

用的陈旧内容，充实了超声造影、超声介入治疗及腔内超声等新

的实用技术。 再有，从九大系统板块教学早期，学生进入二年级

学习开始，便在理论课后安排临床见习，增加学生的临床接触时

间， 结合基础与病例进行床边教学和机旁教学， 让学生能更具

体、深刻地了解超声，也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运用所学

的医学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此外，联合 ＰＢＬ 教学方法，增加

病例讨论课， 以问题为引导， 结合多媒体及 ＰＡＣＳ 医学影像系

统，准备了大量的临床病例及与其相关的超声图像，让学生运用

基础医学与超声诊断知识进行分析判断。 在教学过程中， 突出

超声医学的影像化特点， 尽可能做到每一个知识点都有一定数

量的不同类型的图片对照，使知识点形象化、具体化。

二、教学管理

由于不再按学科设置课程， 器官系统教学课程结构相对不

稳定，教学难度较大，需要与某一系统相关的所有学科（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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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及临床）通力合作，共同建设和实施，为此在试行教学中，我校

采用了课程负责人制度。 课程负责人制度是指在学部范围内，

同专业或同年级的同一门课程有一个课程负责人，该课程负责

人负责管理讲授该课程的所有教师，统一该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要求对器官系统教学有较深入的了解，知识渊博、综合能力强、

教学经验丰富，且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通常为参与相关课程教

学的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临床医师。

目前， 超声医学课程的授课教师选取了我校临床学院超声

专业副高职称以上、临床及教学经验丰富的医师。 临床示教也

由我科专业知识及临床技能强的高年资医师负责。 在课程负责

人的安排下， 超声授课教师定时与其他相关学科授课教师研究

商讨，制定出知识系统完善、内容详实、基础与临床能有机融合

的教学大纲。 开课之前，任教教师认真详实书写教案，由课程负

责人统一管理，并在内部网络共享，方便其他授课教师了解整体

授课内容， 以便适时调整各自专业的授课内容。 为充分了解整

体教学课程的内容和进度，同一课程不同专业任教教师定期交

叉听课，并就各自的教学情况和教学进度进行交流。 此外，课程

进行中应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教学规划进行适当调整，

积极改进教学手段和内容，以获取最佳教学效果。

三、师资培养

由于新的器官系统教学课程需要建立完整的、系统性的、基

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有机融合的体系， 对任课教师要求更高。 我

校以“器官系统”为单位，抽调相关专业学科的授课教师组成教

学小组，集体备课，对各科知识进行科学系统的安排。 我科任课

老师除自身不断扎实巩固临床知识，定期交叉听课，更好地掌握

相关临床和其他影像学科的知识外， 还要在教学中做好超声医

学与相关基础和临床学科知识的承接和融会贯通。 同时，随着

器官系统教学课程的进一步发展与推广，临床中青年教师也全

面提高了基础理论和检验、影像等应用技能，随着器官系统教学

的全面铺开， 以后某些专业的影像学内容也许会由临床教师讲

授。 学校定期组织专家对授课老师进行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

培训和监督， 还将举办公开课和教学讲座组织集体学习国内外

器官系统教学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以帮助提高储备教师的授课

水平。 另外定期开展教学总结会议，及时对各系统教学内容进

行研讨， 改进教学方法和调整教学内容也是提高授课水平的有

效方法。

四、考试改革和新的测评方法

在新的教学模式下，传统考试方法也必然成为改革对象，开

始实行按器官系统的多学科综合测评。 具体地说， 就是分系统

进行综合考核，主要包括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 将超声

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融入医学概论板块， 可采取名词解释、填

空、选择及简要问答等题型进行笔试，其他疾病知识点随九大系

统“结构功能与疾病”板块考试，除上述方式之外，还可在病例分

析论述题中进行考核，提高学生对疾病的整体把握和分析能力。

对于影像专业的学生， 可在临床技能考核中增加仪器基本操作

和实例诊疗分析。

近年教学成果表明，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下学生

的基础与临床系统知识连贯性及临床综合能力较传统医学教学

有显著提高。 对超声教学来说，课程设置改变使教学重点明确，

影像学的内容更加立体生动， 有利于学生记忆和掌握。 目前虽

然器官系统教学开始有全国统编教材，但超声诊断的知识点在

各板块中较为分散，学生在使用时难以集中归纳。 另外在医学

概论部分我们要尽可能将基础理论讲透， 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各系统疾病的超声表现。 超声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将与综合影

像学一起融入相应教学板块中，需要教师彻底转换教学思维和

方式，使之与相关学科充分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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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新生儿颅脑超声诊断学习班通知

为提高对围产期脑损伤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水平，充分利用已有的医疗资源，推广颅脑超声检查诊断技术，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按计划于 2017 年 8 月 22~26 日举办为期 5 天的新生儿颅脑超声诊断学习班。 本班属国家级教育项目，授课教

师为本科及北京市著名专家教授。学习结束授予 10 学分。主要授课内容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解剖；颅脑超声检查方法；新生儿不同

颅脑疾病超声诊断；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的超声诊断；鉴别诊断等。 招收学员对象：儿科新生儿专业医师，超声专业医师及技师。 学

费：1800元。 报名截止日期 2017 年 8 月 8 日（上课前 2周）。 2017年 8 月 21日（星期一）白天正式报到。

报名方法：点击 http://b1y8f04d.eventdove.com 报名，填写正确信息保存即可。 或联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颅脑超声室，索要正

式通知。 联系人：王红梅，刘黎黎 。 电话：010-83573461 或 83573213。 Email: bdyy2002@163.com。 邮编 100034 。 我们将在开班前

2 个月寄去正式通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017年 3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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