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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的几位编者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宝贵经验，同时结合他们自己多年的实践，
从现代医学教学模式与方法，相关理论和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医学教育体系和评价等不同的方
面，对各种现代化医学教育方法、临床实践教学模式和教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并特别
注重了可操作性，为医学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与借鉴，对广大医学生掌握各种
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终身学习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同时这对我国目前
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医学教育方法改革，具有更现实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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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知识经济的属性是知识和经济的结合　　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大量生产、快速传播、及
时汲取和有效应用。
因此，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紧密结合的，即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动手能力和
经济眼光的专门人才。
　　4.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科技和经济更加全球化　　随着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时空的
界限被打破，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本的跨国交流更加突出。
因此，教育必须加强国际交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
　　5.知识经济的组织特征是网络式结构　　工业经济社会崇尚个人打拼的“单打独斗”式的发展，
而知识经济的社会鼓励合作与交换的“网络”式发展，“竞争与合作”成为社会的“矛盾性本质”。
因此，教育必须注重培养“合作精神”，加强培养“在合作基础上竞争”的意识。
　　（二）转变旧的教育思想，树立新的教育观念　　1.树立培养创新精神的教育观念　　继承是创
新的基础，不继承前人的知识，难以进行创新。
但是继承之后并非就自然而然地能够进行创新，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妨碍创新。
所以必须从以传授已有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现代教育。
　　所谓创新是指从事前所未有的活动或提供前所未有的成果，包括器物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认识创新等。
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有丰富的想象力，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能发现别人忽视的东西，
寻找到新的生长点；兴趣广泛，思路敏捷；有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强；能提出探索性的问题，并以
具有创见的方式运用知识等。
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本来是教育的任务，但是在传统的大学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将大量时间花在要
学生学习知识上，未能教会他们如何应用所学知识、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目前教育界关注以下一些改革。
①改革统一的教学制度，实行学分制、选科制、主辅修制等。
②改革教育方法，改变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日本明确把教育方法的改革作为使教育适应21世
纪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基础教育领域提出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方法。
③改革考试制度和评分标准，改变以考试为中心、以死记硬背为基础的教学制度，实行选拔方法多样
化、评价标准多元化、考试机会复数化，并使高等学校入学门槛多元化等。
④加强综合实践训练。
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都在加强学校与企业等单位的合作，培养学生利用多门学科知识综合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创造精神的需要。
⑤加强第二课堂活动，弥补第一课堂的不足，让学生各展所长，并充分发展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⑥积极推行教育教学的个性化。
个性特征是创新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个性的充分发展，能极大地激发创新精神和提高创新能力。
⑦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教学过程，努力使教学过程带有研究性质。
⑧加强师生交流，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提倡师生共同研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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