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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我国眼科学教学改革

的步伐不断加快。本文探讨了如何在眼科教学中实现教

与学，提高教学质量并培养高质量人才。在教学中引入了

循证医学的观念，重视创新思维和素质教育；教学模式从

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向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

法转化；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数据库系统、虚拟现实、

裂隙灯显微镜示教系统、实验解剖等多种现代教育技术在

眼科教学中广泛应用。本文对我国眼科学教学改革的现

状与展望作一综述。

关键词：眼科教学；ＰＢＬ教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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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
因素。眼科学是医学院校为学生开设的一门临床必修课，

在教学中有其特殊性，它教学内容繁多，学时偏少，专业性

较强，又往往不被学生重视，处于边缘化地位，而眼科疾

病的诊断较多依靠于专科特有检查设备，对初学者来讲，

不易理解，学习难度较大［１］，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时

间，既能把握住教学重点，又能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

性，提高眼科教学的质量，值得我们眼科教学工作者深

思。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眼科学教学模式发

生了重大改革，本文对眼科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手

段的改革作一综述。

１教学理念的改革
　　新的教学理念注重循证医学观念的建立和创新思维
的培养，强调以学生、患者为中心。１９９０年代西方学者
ＤａｖｉｄＳａｃｋｅｔｔ将循证医学（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ＢＭ）
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目前可获得的最佳研究

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师个人的专业技能和长期临床经

验，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完善地将三者结合在一

起，制定出具体的治疗方案［２］。ＥＢＭ反映在医学教育上，
就是要提倡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促进临床医学生综

合素质的发展，因此眼科教学在理念、模式、手段等方面

也要随之改变，这才能够使学生在解决患者眼科疾病的

同时，真正考虑患者作为人的整体价值和需求，从而实

现循证医学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创新思维和循证

思维是提高教学水平、贯彻素质教育精神的重要手段［３］。

循证思维是临床思维的基石，它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人体

的整体观，不断产生问题从而不断激励创新，而创新思

维的成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成为新的证据，由此推动

医学向前发展［４］。

２教学模式的改革
　　眼科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改变传统的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构建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

４９０１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２年６月　第１２卷　第６期　 ｗｗｗ．ｉｅｓ．ｎｅｔ．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２２１０９５６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作用又能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新型教学模式［５］。

传统教学方法（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ＢＬ）是以集中大班
理论讲授为主，具有传授信息量大、进展速度易掌握、系统

性强等特点［６］。在目前眼科教学中，学时偏少，教学内容

繁多复杂，而教师上课按书本逐章逐节讲述，往往造成讲

者辛苦、听者无味，学生则死记硬背。但是，眼科教学的最

终目的是要求学生能够融会贯通的掌握运用知识，所以单

纯的灌输式教育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的［７］。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是以问题为先导，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在辅导
老师参与下通过解决问题学习必要的知识，于１９６９年由
美国神经学教授Ｂａｒｒｏｗｓ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麦克马斯特大
学（ＭｃＭａｓｔｅｒ）最早提出的［８］。目前正成为医学教育改革

的主要方向之一，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院校逐渐被采纳和接受［９］，是被国际医学界广泛推崇的临

床医学教学法，通过国内外多所医学院校的教育实践，已

明显显现它的优越性。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过分依

赖于教师的讲授，没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

新的ＰＢＬ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贯穿了循证思维与创新思维的理念［１０］。

　　ＰＢＬ有多种形式：（１）病例讨论，以临床病例为基础，
由学生关心的问题展开，先让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

通过相互讨论、查阅文献书籍、利用网络资源等收集相关

证据，以证实或否认自己的观点等，最后集体讨论，老师解

答；（２）临床见习，见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鼓励学生
走进医院、社区，接触患者，在代教教师的协助下学习的检

查诊治过程；（３）学生讲课，鼓励学生参与编写教案并开
展小班讲课，教师应注重启发式教学，教人以渔［１１］。

　　教学模式由传统的 ＬＢＬ教学向新的 ＰＢＬ教学转变，
教师角色由“布道者”向协作者发生转变，由以教师为中

心的教学向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转变，这是培养学生临床

思维能力的有利途径［１２］，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

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

队合作和交流沟通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教会

学生学习，使之成为一种终身受用的行为习惯”［１３］，通过

这种方式的学习，有利于塑造知识面广、基础扎实、素质

高、能力强、有创新意识的现代医学人才［１４］，符合现代医

学教育的理念。

３教学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课堂教学手段讲授、板书、教学模型加挂图，既
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同时受时间和空时的制

约［１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多媒体技术、网

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为我国眼

科教学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

３．１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Ｉ）是利用多媒体计算机，
将文本、图形、动画、声音、视频等多种信息有机组合进行

视听教学的方法［１５］。使学生通过多种感官刺激获取信

息，实现了从直观感觉到抽象思维的过渡。ＣＡＩ有多种
形式：（１）教案的电子化，简洁易懂、图文并茂的电子化教
案不仅有利于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更有利于学员掌握教

学的重点与难点；（２）眼科教学网站的建立，学生可以在
网上预习、自学、提问和自测，教师也可以与学生进行直接

对话、个别辅导、答疑等［１６］。例如严宏等［１７，１８］成功研制了

《白内障的治疗》等多媒体课件，已正式出版发行，可与统

编教材配套使用。ＣＡＩ的优点［１９２１］：（１）直观形象生动，一
改原本单调沉闷的课堂气氛；（２）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有
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３）便于教师将重点内容加以系
统化、条理化、表格化；（４）优化了讲授和学习两个过程，
教师讲课的思路清晰、连贯，学生可以集中精力听讲、思考

和记忆，从而利于提高教学效率；（５）能减轻教师的备课
负担，便于资源共享和随时修改。ＣＡＩ的不足：（１）容易
缺少系统化建设概念，各个章节间衔接欠缺，从学员角度

看有支离破碎的感觉；（２）信息量大，切换速度快，有时不
利于学生对关键内容的记录；（３）过多地依赖于信息化工
具，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易使学员学习需求和理解

出现偏移，导致了教学效果的欠缺。多媒体的发展对教学

实施，促进教学改革，更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及医学

生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２２］。

３．２数据库系统　可以系统地储存大量典型和特殊病例
的临床数据和图像资料，方便多用户的访问和查询，使学

员做到胸中有图，不论对医学本科生还是新参加工作的眼

科医生和研究生的培训都大有裨益［２３］。

３．３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是一种可
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ｖｉｒ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的计算机系统。它
是由计算机产生，通过视、听、触觉等作用，使用户产生身

临其境感觉的交互式视景仿真［２４］。在眼科中有多种应

用：（１）虚拟教学［２５］，亲身去经历和感受比空洞抽象的说

教更具说服力，主动地去交互与被动的灌输，有本质的差

别，例如眼部解剖结构可视化及其生理特点仿真的研究，

眼疾病诊断的模拟，可为学生提供生动、逼真的学习环境；

（２）虚拟实验［２６］，眼科虚拟实验室将拥有低成本、低风险、

更新快等传统实验室难以比拟的优势；（３）虚拟的眼科手
术模拟系统，不仅是一个训练的辅助工具，而且眼科许多

新的手术和仪器也可首先在虚拟器上得到验证和改进，

缩短技术的研发时间和减少患者面临接受新技术应用的

危险［２７］；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不少基于虚拟现实的手术训

练和模拟系统出现，如 Ｖｅｒｍａ等［２７］应用虚拟技术模拟进

行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国内有医院引进虚拟现实眼科手术

模拟仪（ＥＹＥＳＩ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运用到白内障手术培训
中已经取得显著效益［２８］。

３．４裂隙灯显微镜示教系统　裂隙灯显微镜是眼科临床
诊断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仪器，它能清晰地反映出眼部的

组织形态及结构。但在眼科教学过程中，由于学员人数

多，难以使所有学员都有机会真正观察到眼部的组织结构

及形态；在临床工作中，对一些疑难重症的会诊，需要多人

且长时间的应用裂隙灯观察，患者的耐受度有限，仪器的

损耗也会增大。利用“裂隙灯显微镜教学示教系统”可以

让学员通过视教镜甚至放大的投影系统直观地看到患者

眼前节、眼底的细节，尤其适用于前房角镜、三面镜等接触

式的检查，使教学更加直观有效，临床会诊更简便，减少了

患者疲劳现象及仪器受损情况。

３．５实验解剖教学　实验解剖教学是让学生在实验室进
行动物眼球实体解剖。明确的眼球解剖关系是学习眼科

学的基础。动物尸眼是眼科教学的良好工具，动物尸眼解

剖与多媒体课件的结合，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解剖结构的理

５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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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学生还可亲自动手感知手术过程，练习眼科显微器

械的使用，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有助于实现理论和实践的

紧密结合。

４展望
　　目前，教育的结构多样化，所谓“教学有识，教无定
法”，眼科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强

化素质教育，必须以转变思想观念为先导，以深化教学模

式改革为基础，以系统优化育人过程为重点，利用多种现

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强调以患者、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

教，营造教学相长的良好势态。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

人渔”。只有通过不断探索，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

法，才能培养出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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