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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外合作办学可以学习国际先进教学经验，推进医学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升级。通过分

析重庆医科大学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传染病学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语言模式等方面的难点和挑

战，在传染病学教学实践中从更新教学理念、优化课程体系、探索语言模式等方面入手，通过加深院系

合作、加强师生交流、注重师资培养，根据教学内容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和灵活的教学模式，探索了更适

合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传染病学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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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education enables learning from advanced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promotes the reform,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e 

analyze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ducation concept,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language 

mod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in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 tried to upgrade the teaching concepts,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and explore teaching 

language mode in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infectious diseases. We used the methods of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departments,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mphasizing 

teacher training. We also adopted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flexible teaching modes based on 

teaching content. With these methods, we explored teaching model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uitabl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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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教育的国际化对我国临床医学人

才 培 养 、创 新 医 学 教 育 理 念 具 有 深 远 影 响[1-3]。

2018 年，教育部批准重庆医科大学与英国莱斯特大

学合作举办临床医学本科教育项目，开设临床医学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项目依托重庆医科大学国

际医学院开展，利用重庆医科大学以器官系统为主

线的医学整合教学经验，与莱斯特大学先进的临床

医学教育理念与方法有机融合，构建了具有岗位竞

争力的国际化临床医学精英人才培养体系。

传染病学是临床医学的一个重要学科。根据

培养目标，要求学生能够掌握防治传染病的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毕业后从事医疗工作

奠定基础。在中外合作办学中，传染病学课程融合

了英国莱斯特大学的教学内容和我国临床医学本

科教学大纲，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教学方式采用

课堂教学加小组讨论（group work）的全新模式，利用

两校网络学习平台，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学教学难点

1.1　关于传染病学教学理念的差异

中外关于传染病学教学理念的差异比较大。

国外传染病学教学中“传染”一词的定义涵盖了对

所有专业医学实践都很重要的主题：主要是通过临

床背景下的“感染模型”，探寻传染病的呈现特点，

强调微生物的特性、机体与病原微生物的相互作

用、机体如何产生应对感染的免疫应答等内容，采

用整合式教学，属于融合传染病学、微生物学、免疫

学、药理学等知识的大感染病学范畴。

我国传染病学教学内容主要为传染病学总论、

以病原学为依据的病种分类的国内常见传染病，通

过教学使学生掌握防治传染病的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传染病学为临床课程之一，前期课

程有病原微生物与免疫、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

诊断学等。

1.2　课程体系的差异

中外传染病学课程体系也有很大差异。国外

传染病学教学以大课教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没有

固定教材，教学内容以工作簿的形式呈现，以学生

主导的小组讨论为特色，教师根据工作簿的病案内

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思考和讨

论，能更好地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合作的能力，

参考书籍较多，涉及传染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

药理学等学科的内容，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国内传染病学教学立足教材，包括总论+经典

传染病学的内容，按照病原学、病理过程、临床表

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进行讲授。

授课形式包括大课教学和见习等，教学过程中以学

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强调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

思维、自学和独立工作能力。

1.3　教学中语言的问题

语言是中外合作办学教学中的一大难点，也是

传染病学教学的难点。全英文教学不仅对学生和

教师的日常英语口语要求高，而且对专业英语要求

高。在传染病学教学中，专业词汇量大，涉及大量

传染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学等专业的词汇，

难以记忆。在授课教师方面，需要提升英语水平，

加强标准医学英语的表达能力。在学生方面，需要

前期英语能力的积累，扩大专业英语词汇量，锻炼

医学英语听说能力。

2　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学教学改革

2.1　教学理念的融合和创新

传统传染病学教学，按照总论、病毒性疾病、细

菌性疾病、真菌病、寄生虫病等进行讲解，重视传染

病学学科发展及疾病谱的变化。在中外合作办学

的教学中，提出了针对该专业的教学新策略：教材

选择上强化“中西”融合，除传统教程，英方的教学

工作簿，加入多本经典的参考书籍，如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for medical students、Mechanisms of 
microbial disease；加强教研室间的协作和配合，教学

内容上深入整合包括传染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

诊断学、药理学等各大课程，以感染病模型的概念

为基础，使相关内容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讲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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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上力求灵活、高效，教学评价上注重学习

过程，实践教学侧重临床思维、团队合作和动手能

力培养。新的教学理念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提升了双语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的横向思维能力

和创造力，既做到传统传染病学教学的传承，又满

足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要求，为学生后续其他临

床课程和国外阶段的专业课程学习奠定了基础[4]。

2.2　教学体系的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学教学内容更加注重感

染模型的概念，探讨每种传染病流行病学特点，病

原体的属性和特点，人体对其的免疫反应和病理生

理变化，病原体和人体的相互作用与临床表现和治

疗及预后的关系，鼓励学生自己绘制感染疾病模型

图，帮助学生建立对感染性疾病整体观和逻辑性的

思考模式。在疾病种类上，除了讲授经典传染病

外，加入特定条件下的感染性疾病，如新发传染病、

旅行相关传染病、院内感染、免疫缺陷人群的感染

性疾病，打破时空和地域的限制，与国际大流行、新

发、多发传染病，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艾滋病、病

毒性肝炎的最新诊疗进展等内容接轨，学生可以接

受最新传染病知识的学习，把握学科发展最新动

态。另外，强调抗菌药物使用和管理、医院感染的

管理与控制、预防接种等与临床息息相关的内容，

更加注重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隐私保护等，让学生

建立更加全面的大感染病管理与治疗的相关知识

体系[5]。

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学课堂教学采用大课教

学联合小组讨论（group work）的模式。任何教学情

境中，对话和团体合作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课教学与传统传染病学教学类似，以教师主讲，启

发学生思考为主，课堂上注重与学生互动，根据教

学内容在现场或线上进行问题回答。小组讨论注

重对话和合作的理念，以大课教学内容为基础，引

入经典病例，教师扮演“促进者”，向学生提出开放

性的问题，鼓励讨论，指导学生完成任务，帮助语言

理解，学生通过小组工作的模式，自行在课件、参考

书籍或网络上寻找答案，在学生深度尝试后，教师

获得及时的教学反馈后再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

例如，在《旅行相关感染》一章，课堂上通过对旅行

相关感染性疾病的学习，具体引入“疟疾”这种经典

传染性疾病，根据其流行病学特征、病原学特点、发

病机理的学习，进展到临床表现和治疗，再在小组

讨论中激发学生结合课堂内容对典型病例的分析

和探讨，阅读相关参考文献，让其深刻掌握以疟疾

为代表的旅行相关感染性疾病的特点、诊治的要

点。小组讨论提升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团队合作精

神、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了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建

立了学习信心，培养了团队工作技能。

2.3　教学语言的探索

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学教学的一大难点是全

英文教学。在课前，中外双方教师集体备课，教师

掌握教学内容的英语标准表达方式，对课件中重要

的词汇及语句进行翻译和标注，鼓励学生课前充分

预习，适当选择英文参考书籍中有助于教学的部

分，指导学生阅读。在外籍教师的课堂教学中，中

方教师全程参与，对于重点、难点部分适时进行翻

译和讲解，让学生全面掌握学习内容。在小组讨论

中，课堂反转，鼓励学生主动发言，注重其英语表达

能力的锻炼和专业英语交流能力的培养。课后，在

网络平台的留言板上进一步对学习内容复习和讨

论。例如，在《抗菌药物及管理》一章，学生表示充

分掌握了不同类型的抗菌药物及其抗菌谱、使用和

管理原则等，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双方

的英文听、说、写能力都得到了长足进步。

3　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学教学特点

3.1　教学理念的更新——院系间的深度合作

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教学体现了整合教学的

理念，教学工作不仅要求中英双方在课程内容和教

学安排等方面进行深度对接；更要求跨院系团队交

互融合，推动教学质量和学科建设提档升级。传染

病学教研室与免疫学教研室、微生物教研室、诊断

学教研室、药理学教研室之间合作与交流，从教师

团队加强合作到跨学科的教师团队优化配置，从教

学大纲的撰写、课程内容设置、授课教师安排、集体

备课、出具考试题目、考试阅卷及试卷分析等方面，

都需要多学科教师团队的参与和配合，体现院系间

教师团队的充分合作与融合。目前，传染病学教研

室已经组建一支跨院系的教师团队，将学科整合的

理念嵌入到教学活动中。

3.2　教学体系的迭代——加强与学生交流

传染病学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和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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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教学体系以拟定的中外合作办学传染病学

教学大纲为蓝本，重视反馈与沟通，教学相长，在课

程开始前、行课过程中及课程教学活动结束后，开

展多次教研室活动，及时收集学生意见和建议，根

据学生反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适时调整。

在教学上，正确运用评价指挥棒，做细形成性评价，

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以评价为导向，注

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纵向思维能

力和动手能力；在育人上，准确把握教学自由度，在

课程中融合课程思政，以传染病学为载体培养学生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会学习、勤思

考、敢表达、善辩论的学生。通过学习，绝大部分学

生表示传染病学课程设置合理，课程体系激起了其

学习兴趣和信心[6-8]。

3.3　对专业和语言的提升——注重教师的培养

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首要条件是建设一支国

际化的师资团队，中外合作办学教师的培养是至关

重要的。教师团队的建设丰富学校医学教育资源，

又提升学校医学教育质量。在课程组教师构成方

面，除外籍教师的全程参与外，中方教师均须有出

国深造、研修、访问经历，具有国际视野，思路开阔。

课 程 筹 备 阶 段 开 展 了 教 师 培 训 [ 培 训 师 的 培 训

（training of trainers，TOT）]，联合莱斯特大学针对中

外合作办学的特色和教学理念进行了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培训，逐渐打造出专业化、国际化的师资人

才梯队。由于采用整合式教学，对中方授课教师知

识储备要求更高，需不断进行专业知识学习，追寻

传染病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加强医学英语和专业

英语学习，在定期举行教研室活动中，对教学活动

进行总结和改进。传染病学教研室教师均通过了

中外合作办学的 TOT 培训，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

活动中，开阔了国际视野，教学能力、专业能力、语

言能力都得到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中外合作办学的理念对于传染病学

教学改革是一种机遇和挑战。结合传染病学发展

的需要，引进国际先进教学经验，推进本校医学教

育教学改革优化升级。首先思考国际先进教育教

学怎么做，引进其先进教学理念与国内传统教育教

学理念融合和创新，改进传染病学的教学内容和模

式，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

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的能力和创造力，以期培养出的学生不仅具有扎实

的临床技能和诊治能力、基础和临床的科研创新能

力，而且具有国际视野，能成长为今后中国医疗体

系的领军精英人才[9-10]。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尝试将

对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对医学教育更新迭代起

到观念创新和实践引领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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