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行病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流行病学>>

13位ISBN编号：9787030227317

10位ISBN编号：703022731X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袁聚祥，王嵬　主编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行病学>>

前言

现代教育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他所传授给学生和社会的是现代科学的知识、
方法和科学思维的方式。
2007年1 2月8日，科学出版社在广州召开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预防医学专业案例式教学研讨会暨案例
版教材编委会会议。
会议期间大家对我国预防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共识。
大家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的课程设置不适应快速发展的疾病预防与控制的实际需要；教学内容
与实际脱节；教学方法单调，以教师为中心、课本为中心和课堂为中心的格局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
实践教学不能满足教学的要求；考试、考核的方法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等。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大家感到这种状态应当改变，教材改革是切入点。
因此，达成了共同出版案例版教材的共识。
作为本科教学的首次案例版教材的改革和尝试，大家关心的是教材的质量和教学的效果。
因此，首先应当讨论和规定案例版教材的基本内容。
经过热烈的讨论和酝酿，大家认为首先案例版教材的核心是案例，设计案例应符合以下要求：①要考
虑案例的现实性，以及学生的已有条件；②设计的案例要来自工作实际，或者是学生熟悉的例子，尽
量维持实际环境，不做大的修饰；③要考虑未来性，对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有联系和帮助；④要给学生
充分思考和讨论学习的空间。
案例的类型可以是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系列式和实录式六种。
要求案例要具备典型性、知识性、启发性、针对性、趣味性和实践性六个特点。
同时写作风格上要求适当照顾通俗性，学生能看懂，能理解。
案例的叙述要简明扼要、术语规范。
案例的问题要紧扣本学科、本章节的知识点。
其次案例版教材能促进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结构式教学，树立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给学生创造参与
、讨论的机会，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
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培养学生养成参与、思考的习惯，尤其是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
能力。
最后，教材的知识结构不做大的，调整，符合国家本科教学的大纲要求，但是，要突出学科的进展，
突出知识的更新，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学生面对的医师资格考试的实际和将来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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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顺应教育部教学改革潮流和改进现有的教学模式。
适应目前高等医学院校的教育现状，提高医学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医学人才，
科学出版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模式。
独创案例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的编写形式，组织编写了国内首套引领医学教育发展趋势的案例版教材。
案例教学在医学教育中，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和实用型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
    案例版教材版权所有，其内容和引用案例的编写模式受法律保护，一切抄袭、模仿和盗版等侵权行
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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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成为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独立学科，经历了从萌芽期，学科形成
期，发展期到发展成熟期的不同阶段。
在人群中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疾病的预防、控制和干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医
学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十大成就的取得，无一不是与流行病学的发展和作用有关。
因此，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不单单限于人群中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人群健康促进，还涉及几乎所
有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涉及医学各个学科，也涉及医学边缘学科乃至非医学学科。
学习流行病学不但要掌握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还要注意人文和哲学的思考。
由于流行病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大家对流行病研究方法发展的关注较多，反而在公共卫生和卫
生保健方面如何有效使用流行病学的原则注意不够。
流行病学大多是从群体的观念看待疾病或健康问题。
流行病学一般是由“分布”人手，然后“分析”造成分布上差异的原因，排除偏倚对结果的影响之后
，提出干预的措施，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研究的假设。
之后将成果用于疾病控制，最后对疾病控制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价，再上升到理论，使流行病学取得进
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本章简要回顾流行病学的简史，总结流行病在过去取得的成就，重点介绍流行病学的原理和目前的应
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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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行病学(案例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案例教学：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
国际接轨、国内独创：真实、典型案例与课堂理论教学相结合，引领当代医学教育教材发展趋势；理
念先进、模式创新：强调学科联系与结合，强化理论向实践的过渡；突出实用、引导就业：配套教育
教学大纲，紧跟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国家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案例分析的命题方向；品质优良、
价位适中：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全新预防医学类系列教材；定位明确、服务教学：供预防医学类、
卫生管理类、临床医学类、基础医学类、护理学等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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