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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春季学期 

恩施州中心医院临床教师教学专项抽评报告 
 

按照湖北民族学院《关于利用社会资源推进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

会议纪要》（鄂民院纪要[2014]1 号）精神，学校与恩施州中心医院实质性

推进临床教学合作，充分利用恩施州中心医院的优质临床教学资源，加强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基地建设，积极开展校院临床教育教学合作，共同培养

高质量的医学人才，这既是校院双方合作的内在需求，也是新形势下医学

高等教育发展和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必然要求。为了保证校院教学合作

的顺利进行，根据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实际，学校教学质量评价中心针对州

中心医院临床教师课堂教学开展了专项巡查与抽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教师教学准备工作情况 

州中心医院各级领导和广大医护人员高度重视临床教学合作工作，把

临床教育教学作为提升医院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的重大策略，列入医院

2014 年重点工作之一。与此同时，州中心医院明确了分管领导，成立了专

门机构，配备了专门人员，积极选派了医院相关科室的业务骨干担任临床

教学工作任务。 

为了使州中心医院临床教师能迅速进入教师角色，熟悉教学环节和基

本要求，在 2014 年春季学期开学之前，学校教学质量评价中心、教务处、

人事处、医学院等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州中心医院选派的临床教师进行了

岗前培训和课前试讲，专门对教学文件书写、PPT 课件制作、课堂组织与

教学方法、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规范等重要

方面进行了专题培训，并组织了 2 场试讲课，取得了预期效果。医学院也

积极会同州中心医院对今春的教学工作进行了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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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 11 级 0511501、0511502、0511503 三个班作为教学合作试点

班，在教学基本文件、课表安排、教室设施、教材提供、学生动员以及办

公条件配套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准备，教学质量评价中心也把州中心医院

临床教师课堂教学作为日常监控和专项抽评的重点，全程参与培训、试讲、

巡查和督评工作，确保校院教学合作工作有序进行。 

二、2014 年春教师课堂教学状态抽查评价情况 

（一）教学基本文件评价 

本次教学基本文件专项抽查共审阅州中心医院 37 位临床教师的《授课

计划》与《教案/讲稿》。从编撰文本上看，绝大多数都能参照规范的教学文

本模式，按照基本要求规范进行书写。授课计划明晰，教学对象清楚，重

点难点明确，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教案或讲稿内容详尽，设

计全面，层次分明，格式规范，不少教师自己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教学资料，补充学科前沿知识和研究进展，丰富并

深化教学内容，努力实现教学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各位教师展现出的严谨

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业务能力给学校教学督导组专家留下了深刻印

象，得到了专家一致好评。 

（二）学生评价 

2014年5月3日晚，学校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和教学督导组在医学院 8306

教室召开了教学试点班学生评教座谈会议。按学生花名册随机抽取临床医

学专业 0511501、0511502、0511503 三个班学生 30 名（每班各 10 名），重

点对州中心医院任课教师 1-9 周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学生评议。学生依照评价

指标，对参与评教的 16 名任课教师进行了书面评分，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

意见和建议。 

1、学生对 9 门课程课堂教学效果抽查评分 

根据《湖北民族学院课堂教学质量学生评价标准》，对 9 门课程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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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抽查评价，其评分结果分别为：内科学 84.7 分、口腔科学 83.1 分、医

学心理学 82.7 分、耳鼻喉科学 81.4 分、外科学 80.2 分、核医学 79.9 分、

神经病学 77.5 分、眼科学 75.4 分、全科医学概论 69.9 分。在对任课教师的

评价中，80 分及以上的有 9 人，占 56.3%，最高分 89.5 分、最低分 66.0 分。 

2、学生评教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大多数学生认为，大部分老师备课认真，态度热情，整体感觉良好，

讲课比较生动，紧密联系临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由于教学经验

不足，教学效果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有的老师讲课速度太快，声音太小，

教学内容不熟，教材钻研不够，有照本（屏）宣科的现象等。 

为此，学生对老师讲课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讲授要有重点。对重

点章节、重点内容要重点讲解，比如最常见的病、最易误诊的病，特别是

某些典型病症的诊断和临床表现要重点深入介绍，才能让学生领会和掌握；

二是内容要有拓展。根据学生学习进展情况，结合老师切身的临床实践经

验，积极拓展课堂内容（播放视频时间不能太长），以开阔学生视野和感受

临床体验；三是讲授要有提纲。老师要有自己的讲纲，不能照本（屏）宣

科，要关注学生的听课状态，积极进行师生互动。 

事实上，学生是教师课堂教学面对的直接对象，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

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尽管学生评教有自己的偏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真

实地反映了课堂的教学状态，希望老师能正确理性地对待学生的意见和建

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师生互敬，教学相长”。 

（三）教学督导组专家评价 

本学期州中心医院教师承担了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普本 0511501、

0511502、0511503 班（一个教学班）九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先后上课的教

师共 51 位，共完成计划学时 350 学时，其中，内科学 11 人，72 学时；外

科学 14 人，60 学时；耳鼻喉科学 5 人，42 学时；眼科学 6 人，42 学时；

医学心理学 2 人，20 学时；核医学 2 人，24 学时；全科医学概论 2 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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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课堂教学状况综合评价 

（1）教师教学准备充分，但教学组织设计不够。教师潜心钻研教材，

备课充分，教学文件齐备，教案/讲稿书写详尽，教学目的明确，教态积极，

遵守课堂教学常规，不在上课间使用通讯工具，没有出现坐而论道的不良

现象。但同时也存在教学组织和设计不够的情况，比如，在导课环节上，

有生搬硬套的感觉；教学内容取舍不够，重点难点不突出；教学组织缺乏

新颖的教学过程设计，临床课程的教学特点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2）教师教学自信心强，但语言表达板书不够。任课教师来自临床一

线，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一些常见病症有长期的临床观察和科学的诊疗

体验，因而课堂举例生动，胸有成竹，有很强的自信心，能驾驭整个教学

过程，受到学生一致好评。但同时也存在教学语言表达和板书不能很好适

应课堂教学的情况，一是语速偏快，声音偏小；二是语气语调平淡，少有

起伏；三是个别教师方言偏重，有时表述含糊不清；四是板书不够，激情

不足，缺乏磁性和吸引力。这需要长期磨练，逐步提高。 

（3）教学方式方法多样，但教学互动氛围不够。任课教师大都能熟练

使用多媒体设施，有自己精心编制的 PPT 课件，选取了多幅临床实践画面，

补充各种课外知识，力求使课件内容丰富生动，努力使教学方式方法多样，

有力地保证了课堂教学的有序进行。但也有部分教师的 PPT 课件文字内容

太多，逻辑层次不清，图画堆垒，颜色使用不当，对比度不强，字体偏小，

辨认困难，而且频繁调换页面，激光笔不停地晃动，使听课者目不暇接。

同时，课堂提问的方式方法不够科学和灵活，不能关注学生感受，没有留

给学生思考时间，不能很好地与学生互动沟通，导致课堂上听、讲脱节，

课堂沉闷，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4）严格遵守教学制度，但应对突发事件不够。本学期以来，州中心

医院分管领导、科教部工作人员能坚持随堂听课，掌握任课教师的教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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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广泛收集教学信息，及时反馈，任课教师也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广泛

听取学生意见，并积极主动邀请教学督导专家到场点评与指导。从抽查情

况看，没有发现教师迟到早退，一般都能提前到达教室，认真做好上课的

各项准备，没有教学事故发生。学生也十分欢迎和尊重州中心医院教师来

校授课，其他班的学生也纷纷到州中心医院教师所在教室听课，课堂纪律

良好，专业兴趣增高，主动配合教师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但由于教学经验

相对不足，对学校的教学外部环境不太熟悉，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出现的突

发情况（如多媒体设备设施出现故障、临时停电、学生躁动等），缺乏有效

的应对措施，显得有些忙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教评中心和督导组的专项抽评工作受人力、

时间等因素影响，本次专项抽评工作仅仅只对担任九门课程 1-9 周的 16 名

任课教师的课堂理论教学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抽查和评价，还有许多更优秀、

更出色、更受到学生喜爱的教师没有在本报告中得到体现，这需要在后续

的教学督评工作中去补充和完善。 

三、几点建议 

1、深入推进临床教学合作工作，全面构建校院双方教育教学合作的长

效机制 

现在，临床教学合作工作已经起步，开局良好，运行有序，合作富有

成效。但是，教学工作不只是选派一名教师完成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问题，

不仅需要教师的热情，也需要众多因素和条件的合力支持，更需要持久的

制度保障，这是高校人才培养规律的内在要求使然。湖北民族学院与恩施

州中心医院有良好合作的历史渊源，有深厚难舍的合作情谊，彼此需要、

彼此互信、彼此促进。在新时期，校院双方以开放的眼光、改革的精神建

立了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双方的优质资源，实现共赢发展，这

是培养现代高等医学人才的战略措施和有效路径。因此，深入推进临床教

学合作工作，全面构建校院双方教育教学合作的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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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校院双方尽快完成的顶层设计。 

2、用心投入临床教学工作，全面提升临床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从教学合作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州中心医院广大医师热情高涨，在完

成日常繁重的诊疗任务之外，积极主动承担临床教学任务，其精神和品格

值得敬佩和褒扬。但大学教学不仅有自身的职业规范和素养要求，而且也

是一门持久的研究艺术，需要一生的追求和磨砺，教学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绝非一日之功。因此，在教学工作上不管投入多大的精力和用心都不为过，

所谓“教书育人，百年大计也”。 

3、充分利用临床教学资源，全面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实践创新 

能力 

临床医学专业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这就要求临床教学

教师需要有临床第一线工作的经历和体验，学校要有临床技能培训基地，

以加强学生的医学技能训练。湖北民族学院与恩施州中心医院进行战略合

作，就是基于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本质要求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不是权

宜之计，而是长久之策。因此，加强临床教学基地和技能培训基地建设，

充分利用优质临床教学资源，全面提高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是推进临床

教学合作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任务。 

 

 

 

湖北民族学院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湖 北 民 族 学 院 教 学 督 导 组 

                                2014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