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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文历阳 

深化医学教育改革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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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意见”[国发办（2017）63号]的颁发，对医学 

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了深化医学教育改革，需要对既往医学教育改 

革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深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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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既往医学教育改革进行反思时，对如何促进学生自 

主发展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 

充分自由的发展。”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强调“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 

教”。 

    [[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版） ] ] 

明确提出：学生要“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认识到 

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确保课程计划和教学方法能够激 

发、培养和支持学生自主学习。“根据学生学业进展情况，提 

供个性化学业指导和咨询”。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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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观点，重新审视既往的医学教育改革，我们会 

发现以下问题： 

改革注重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培养更强能力，但对如何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关注不够。 

重视教师教学方法的改革，但对学生学习方法改革特别是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不够。 

重视教学过程和教学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但对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关注不够。 

          如何通过改革促进学生自主发展，是需要我们认真研

究并切实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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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实质 

 以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为前提 

 以激发学生内在动机为关键 

 以开发学生发展的核心潜能为重点 

 以促进学生形成具有极强再生能力为目标 

二、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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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自主发展的理念 

 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适应教育的学生，而是追求适应学

生的教育。在保证培养目标达成的前提下，面对有差异

的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育，实现有差异的发展。 

 一个人今天在校的学习方式，应与他们明天的社会生存

方式保持内在的一致性，而自主发展正是这种一致性的

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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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促使学生从获取知识培养能力转为自主发展、个性发

展，完成由要我学到我要学以及由学会到会学的转变。 

 应为学生提供灵活的、个性化的自主选择的机会，促使

学生不断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和实现自我。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学生的发展特别是自主发展，是现

代教学情境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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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要素 

①强调自主 

 多给时间让学生自己去安排 

 多给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探索 

 多给困难让学生自己去锻炼 

 多给机会让学生自己去展示 

 多给权利让学生自己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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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注重激励 

成功时对学生给予肯定 

挫折时对学生给予帮助 

难于成功时对学生给予激励 

失败时帮助学生总结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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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着力内化 

将学生从外部获得的知识、能力、道德等内化为学生主体

的素质 

通过内化机制引导学生将兴趣和进取心转化为学习行为和

道德行为 

鼓励学生进行反省、反思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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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学情调查 

1.自主发展的需求 

①学业方面的需求 

 深化对专业领域的知识掌握与理解 

 接受全面系统的通识教育 

 掌握未来职场所需的技能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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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职业生涯方面的需求 

为自主创业作准备 

为在国内读研究生作准备 

为进入国外大学作准备 

毕业后找到高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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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大学生活方面的需求 

了解和认识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享受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④构建自己的社交圈子 

⑤希望在教学中强调“创造产生新的观点、设计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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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发展的现状 

①学习期望值 

 扎实的学科知识 

 深厚的人文底蕴 

 强烈的创新意识 

 广阔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实践能力 

        调查上述5个期望值的达成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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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校支持度 

学生对专业与课程建设的认可度 

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满意度 

学生对各类指导活动的满意度 

学生对基本设施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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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教师评价与反馈 

过程性评价方式的使用频率 

过程性评价方式的反馈及时度 

教师各种反馈方式的频率 

学生根据教师反馈对自身学习和发展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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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学生投入度 

学习投入——自主性学习；课程学习；写作投入。 

社交投入——生生互动；师生互动。 

时间管理——上课与实验；课外学习；创新活动；社团活

动；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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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自主发展的主要因素 

①学生的学习投入 

自主学习的投入——学生说“大学、大学，大不了自己

学”。 

课外投入——创新创业活动。 

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投入。 

图书馆学习研究活动的投入。 

教学改革对学习投入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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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生的社交投入 

生生互动——班级互动；宿舍互动；社团互动；教学过程

中的互动。 

师生互动——教学中的互动；课外活动中的互动；网上互

动；选课与学业计划指导互动。 

教学改革对社交投入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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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各类指导活动 

选课与自主学习计划指导 

第二课堂与社会实践指导 

学术交流指导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心里咨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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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教师对学生持续性的评价与反馈 

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的评价与反馈。 

课堂中个人及小组展示后的评价与反馈。 

课后作业和自主学习的评价与反馈。 

课程论文的评价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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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校园环境和基本设施 

校园的科技和文化氛围 

图书馆和数字化建设的支持服务 

实验室的设施和开放程度 

运动场地 

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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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学生自主发展纳入教育教学改革的顶层设计         

        1.培养目标——将培养学生自主发展能力纳入目标要

求。 

        2.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改革等方面，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和自我展示的机会。 

        3.教育评价——对教育结果 的评价应含自主发展的内

容，设置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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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资源建设——既保证实施教学计划的必要资源，也

要提供学生自主发展需求的资源，满足学生自主学习、自主

发展的需要。 

        5.校园文化建设、校风学风建设、要有利于促进学生

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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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个性化发展的机会 

1. 课程教学活动 

 拓展选修课模块，探索设置通识教育目的和专业教育目

标相结合的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 

 课后作业可同时布置几套，供学生选作。 

 课程论文让学生从核心课程中自选几门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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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外活动 

 学习沙龙活动 

 英语角活动 

 学术交流活动 

 图书馆的学习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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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活动 

 社会实践——社会调查，科技扶贫，流行病学调查，巡

回医疗。 

 志愿者活动——门诊导医，社区志愿者、宁养义工。 

 社团活动，各种竞赛活动。 

 班级之间、专业之间、院校之间的生生互动活动。 

 根据学情调查结果，针对自主发展需求较大的内容，组

织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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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的平台 

1.为自主学习提供教学资源 

 建立课程网站，多门课程横向整合的综合网站。 

 编制案例库、临床影像资料库、标本库。 

 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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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多种形式的由学生组织、主持的专业活动 

 临床病例讨论 

 综合性试验结果的讨论、分析、评价 

 设计性试验方案的论证、分析 

 论文报告会 

 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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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师生互动 

 专题讨论 

 主题互动日 

 网上互动 

 读书报告会 

 专题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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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展第二课堂、创新实验活动 

 自主选题 

 自主组建团队 

 自主设计 

 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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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各种有利于个性化发展的活动 

 课外兴趣小组 

 社团活动 

 学科知识竞赛 

 多种形式的角色扮演活动 

 鼓励学生选修院校之间学分互认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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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一步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推行转化式学习 

 推行研究性学习 

 推广PBL、慕课、翻转课堂、小班讨论等教学方式 

 所有的改革均要重视学生的反馈，鼓励学生提供学习小

结、学习反思、学习改进计划，教师应作出深入的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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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