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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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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各教学医院重症医学科承担的教学任务越来越多，广大青年医师已逐步成为教学的中

坚力量。青年重症医学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重症医学的整体教学质

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促进重症医学学科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培养优

秀的青年重症医学教师，是重症医学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着眼于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本文从教学设计、提高课堂亲和力以及重症医学人文教育等方面论述了青年重

症医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与体会，以期提高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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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in teaching hospital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eaching work. The young 
teachers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re gradually becoming the backbone of teaching work.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and to promote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herefore, pay attention to help the young teachers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skill is good for enhancing the faculty developing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s well as essential for the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young teachers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nd aimed to train excellent teacher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experience of young teachers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hich focuses on teaching program design, 
class affinity improvement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young teachers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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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重症医学在医疗体系及社

会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教学作为培养高

素质医学人才的重要保障，在医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然

而，重症医学面临着严重的师资短缺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

题，广大青年重症医学教师逐步成为教学的中坚力量。但青

年教师临床、科研任务重，教学经验相对欠缺，是重症医学

繁荣与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现基于青年重症医学教

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着眼于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从

重症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教学设计、如何提高课堂亲和

力、重症医学人文教育以及科室层面等角度论述青年重症

医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与体会，以期提高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

教学水平。

1 重症医学学科面临的机遇与困境 

 在现代医学领域，重症医学在重症患者的救治和突发公

共事件处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彰显了重症医学的中流砥柱

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症医学迎来了最好的发

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自 2005 年我国重症医学学科成立至今的十余年中，从

学科建立、科室建设与管理规范、国家重点专科到亚专科建

设的全面启动，重症医学的专业化建设稳步推进，使重症医

学真正进入了“大学科的发展时期”。此外，随着我国老龄

化加速，疑难、危重患者比例显著升高，每年重症患者多达

数千万例［1］。然而目前我国重症医学从业人员严重不足。

根据全国第三次重症监护病房（ICU）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ICU 医师执业人数仅 63 605 人，ICU 护士执业人数 10 万余

人，重症医师及护士缺口巨大［1］。更为严峻的是，由于重症

患者情况复杂，从业医师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很多重症医

学专业的高学历人才毕业后都转往其他科室，甚至放弃了从

医生涯［2］。因此，加快重症医学人才培养迫在眉睫［3］。

 随着国家及社会对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日益重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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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大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医学专业招生人数日渐扩增，

师资短缺，尤其是重症医学的师资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为

解决这一困境，越来越多的年轻重症医师加入到师资队伍

中［4］。然而，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往往承担着大量的临床、科

研工作 ；此外，很多青年教师都是刚走上工作岗位，没有经

过系统的教学训练，教学实践经验相对缺乏。如果不加强青

年医师教学基本功的训练，教学质量自然无法保证，不仅影

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影响其对重症医学的科学认识及重

症医学人才的储备。现结合自身的经历与体会，探讨青年重

症医学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迅速成长，

更好地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及投身重症医学的建设。

2 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教学设计有待提高 ：良好的教学设计不仅是课堂教学

的灵魂，也是对学生负责的表现，更是教学能力的体现［5］。然

而在课堂上，学生倦怠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重症医学课程

记忆性内容居多，往往比较枯燥，很难像外科学那样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作为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如何授课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呢？我们必须认识到，造成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等

现象的原因往往是青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教学思路不够清

晰，知识传递的方式缺乏逻辑性和生动性。要切实解决这些

问题，就需要对教学进行精心设计［6］。

 青年教师如何才能设计好一堂课，在有限的时间里将知

识有效地传递给学生呢？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医学教育逻辑

和学生认知规律两个原则［7］。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引下，应准

确把握教学对象的定位与需求，既要体现教学水准，又不能

盲目追求“高大上”。因此，在教学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以下

几点 ：① 与时俱进，以当下的重症医学热点或突发事件引起

学生的兴趣 ；② 分享亲身经历的救治过程，可以大幅增加学

生对教师能力的信任 ；③ 预留伏笔，首尾呼应，加强对重点

知识的把握 ；④ 在教学设计过程中增加课前暖场，拉近师生

之间的距离 ；⑤ 课堂结尾对学生进行适当的精神鼓励，不仅

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也是教师的责任。

2.2 课堂亲和力与互动能力不足 ：学生的课堂注意力与教

师的专业、热情、优雅、睿智等密切相关［8］。案例导向式教

学和问题导向式教学已经在现代重症医学教学中得到广泛

应用［6］，但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地调动学生主动思

考，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是重症医学的教学难点。青

年重症医学教师由于临床知识储备不足，课堂上照本宣科

的教学方式屡见不鲜，缺乏课堂亲和力及对学生的感染力。

这就要求青年教师要充分掌握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语气语

调、站位走位等课堂技巧，这些技巧对于发挥我们独特的人

格魅力、提高课堂掌控能力极其重要。青年重症医学教师要

紧密结合授课内容精心设计提问，充分利用各种临床图片、

模型，在帮助学生掌握重点难点的同时，唤醒学生对重症医

学课程的好奇心。

2.3 多媒体技术应用有待加强 ：在现代化教学中，PPT 等多

媒体技术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教学媒介［9］。高质量的 PPT 可

以显著提升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

生身临其境、引起情感共鸣，从而主动投入到课堂教学中。

然而，很多青年教师由于临床工作繁忙，在 PPT 的美化方面

并未下足够的功夫，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因此，必须从美

学思想角度培养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审美能力，提升教学媒

体技术和 PPT 技巧的灵活应用能力。

 如何才能提高 PPT 的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呢？这

就要求我们在制作 PPT 时要强调思路清晰、逻辑分明、重点

突出、简洁美观［10］。在 PPT 设计方面，整体风格应当与授

课主题相符，不同章节对应不同的主题，避免学生产生审美

疲劳。PPT 的形式不应片面追求个性化，应紧贴授课内容，

尤其是图片、视频等要与主题相关，避免华而不实、标新立

异但毫无内在联系的设计。在每张 PPT 的设计方面，我们

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需要重点把握的原则 ：① 版面清爽，构图

简洁明朗 ；② 设置对象色彩协调，前景色和背景色要有一定

的反差，使主题更加突出；③ 字号不宜太小或太大，正文字

体不宜用美术体。

2.4 重症医学人文教学欠缺 ：重症医学是给“绝望”的患者

以“希望”的学科。因此，青年重症医学教师除了需要具备良

好的临床技能、智慧和勇气外，更要有一颗“仁心”，才能成

为好医生、好教师。由于重症患者的治疗场所特殊，管理方

式封闭，其心理、生理均受到严重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

在 ICU 接受治疗后，虽然生理疾病痊愈，但存在严重的焦虑、

抑郁等心理疾病，所以对重症患者的人文关怀尤为重要［11］。

重症医师不仅是重症患者生命的“守护神”，更在人文关怀

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适当的人文关怀不仅能使重症医

师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更能提高患者战胜病痛的信心。

因此，人文教育是青年教师需要深入思考、提升和传授给学

生的重要一课。

 在教学中体现医学人文精神，将影响学生一生，并提高

他们对医学事业和职业的认同感。这就要求青年医学教师要

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不断实践人文医学，巧思课堂中

的医学人文教育。课堂上的每句话、每个举动都要向学生传

递我们对患者的关爱，让学生深刻理解我们要治的是“人”，

而不是“病”，让他们体会到重症医师及社会给予患者的温暖。

3 科室及领导层对青年重症医学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帮助 

 科室领导及高年资医师作为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引路

人，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使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具备

会备课、会写讲稿等诸多教学技能，促使青年重症医学教师

全面提高，早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12］。

3.1 科室层面应完善对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培养机制 ：对

青年重症医学教师要有全面的培养机制，并要有效落实，充

分调动高年资指导老师的积极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对青年重

症医学教师进行指导。例如 ：规定指导老师要在每一个培

养周期使青年重症医学教师掌握某种或某些技能与知识，保

障对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培养工作有序进行［13］。同时，还

要对指导老师的引导情况进行有效的考核，从而对青年重症

医学教师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培养［14］。明确了对青年重症医

学教师的培养量化标准，还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使对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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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教师的培养落到实处［15］。

3.2 组织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开展集体备课 ：科室组织青年

重症医学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对提高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教

学能力具有十分显著的帮助。青年重症医学教师不仅可以

互相交流，还可以共同学习高年资教师的先进教学方法、教

学思路和教学经验，尤其要学习资深教师的课堂表达方法以

及思维能力［16］。此外，还可以组织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开展

模拟教学活动，由其他教师对其进行评价，使其发现自己的

不足［17］。例如：可以组织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开展说课训练，

让青年教师用 30 min 的时间进行说课，由高年资教师根据

其说课的情况开展有效的评价。只有通过“说课”才可以正

式走上讲台，促使青年重症医学教师更加深入地研究教材，

切实掌握教学内容，重视教学工作，从而提高青年临床教师

的教学能力［18］。

4 结 语 

 青年重症医学教师都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肩负起

发展壮大重症医学事业的重任。因此，我们必须提升教学能

力，精心设计课程，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增强学

生对重症医学事业的热爱和认可。

 综上所述，如何快速提高青年重症医学教师的教学水

平，使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要求青年重症医学教师必

须从讲好每一堂课开始，做到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教学理念

并熟练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教学需要设计，设计需要

逻辑，更需要哲学思想、人文素质、寓教于美”等先进理念植

入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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