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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医 学院校学风建设 中 ，
教学督导更加有助 于 医学 院校 的 学风建设 ，

同 时教学督导也是 医 学院校 学

风建设的现 实需求 。 基于 不断探 索和积 累 ，将学风建设作为督 学的核心 内容纳入督教 、督学 、督管三位一体的 多

元课堂教学评价体系 。 正确认识和处理学风建设与教 学督导工作的关 系 ，在督导实践 中探寻到参与 、 助 力 学风建

设的 实现路径 ：对学生课堂学 习状况进行评价
；
教学督导直接参与 学风建设实践 ；

通过指导任课教师教书 育人来

促进学风建设 ；开展学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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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学督导工作在 医学院校学风建设 中的作用医学教育特点的凸显 ，
医学生学习 主体性所要求的督

探素 、实践和研究表明 ，上乘的教学督导工作应该学 、督管功能则越来越重要 。

是全方位的 ，既督教 （教师授课 ） ， 又督学 （ 学生学习 ） ，１ ． １ 助 力 医 学生 学风建设

也督管 （ 教学管理 ） ，督教 、督学 、督管三位一体 。 因教学规律是由 医学生学习规律所决定的 。 所谓学

为
，教学过程实质上是教 、学 、管这三大要素的统一体 。风 ，

就是指学生个体及其所在群体学 习 目 的 、态度 、 习

教师授课的 目 的是 向学生传授知识并指导学生学习 ，惯等 日积月 累积淀而成的学习行为模式
［

１
］

。 学风好坏

学生学习状态和效果是检验教师授课质量 的根本尺是学生学习主体性能否发挥 、发挥到何种程度的主导

度 ； 而教和学的效果好坏都与教学条件和秩序等管理和关键 。 卓越医师的培养起点是卓越医学生的培养 ，

密切相关 。 当然 ，督教始终是教学督导工作 的基本内而卓越医学生 的培养关键在于卓越学风的 养成 。 因

容和主要任务 。 但是 ， 随着教学理念的现代化和高等为
，
医学生的学风培养不仅是学 习医学知识和技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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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
而且是医学职业精神养成的开端和基础 ，尤其是的反映 。 通过评价学生课堂学 习状况 ，

以学风建设的

基础医学学习 阶段的实验教学 、
ＰＢＬ 教学 ， 临床学习 阶建议为载体 ，

教学督导可以直接影响学生 ，直接参与到

段 的课间实习 、生产实 习 以及研究生阶段 的科研训 练学校学风建设整体中去 。 为此
， 经多年实践探索和经

等关键教学环节或教学改革 ，
是否能起到培养卓越 医验积累 ， 哈尔滨医科大学教督导委员会将督学评价纳

学生的积极作用 ，
由学风主导的学生及其学 习主体性 、 入教学督导多元评价体系 中 。 在督学评价中 ，将直观

主动性 、 自 觉性甚至 比教师及教风所起的作用还要大 。 的学生课堂出席率 、听课纪律表现程度 、参与教学环节

所以 ， 医学院校教学督导就必须以助力学风建设来统主动学习表现程度三方面进行综合量化考核 ，
辅以专

帅整个督学工作 。门考察和其他方式 ，
从中考察医学生学风的共性问题

１ ． ２ 医学 院校学风现实 的客观要求及其解决对策 ，必要时将信息直接反馈给相关师生 ，及

笔者所在的 哈尔滨医科大学素以学风严谨 、毕业时给出鼓励表态或改进建议 ，而经常 的做法是将信息

生质量高而享誉国 内 医学界 。 但在社会转型 、价值观以书面形式提供给相关部门 、领导 ， 向他们提出关于学

多元化 、就业压力增大及在校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等因风建设的动议
［

２
］

。

素的综合作用下 ，其传统优良学风也受到 了种种挑战 。 ２ ． １ ． ２ 教学督导直接参与学风建设实践 。

针对在督导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

２０ １ １ 年 １２ 月
，
由教学督导直接参与学风建设实践也是督学作用直

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发起 ，并与学校教务接实现的重要路径 。 其主要实现方式有专题活动参与

处 、学生处一起对校本部的 ２０１０ 级学生做了学风及思和常态参与 。 所谓专题活动参与 ，就是督导老师将学

想状况的调査研究 。 选择 ２０１０ 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风建设意识 、观点和做法带到其参与 的专题活动中去 ，

的理由是 ：学生进人大学二年级 ，
对大学生活已 比较适集 中对学生进行学风建设的教育和指导 。 多年来 ，哈

应
，
学习进人按部就班状态 ，思想状况也 日趋稳定

，
能尔滨医科大学教学督导老师

一直应邀参加学校新生的

够反映该校及一般医学生的特点 。 这次调研以无记名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承担医学生成才教育 、社会主义核

问卷方式进行调查 ， 参与调査的工作人员经分批培训心价值观教育等讲座任务。 在这些讲座 中 ， 医学生的

后 ， 向该校 １ １ ５０ 名学生 （涵盖了全校所有专业 ）发出 问学风教育均作为重点 内 容 ，
讲者密切联系学生实际及

卷
，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１ ３８ 份 ，有效回收率达到 ９８

．
９％

，其其相应研究成果 ， 与学生分享学校优 良学风传统 ，
直面

中男生 ４２４ 人 ，女生 ７ １４ 人 。 学生填写认真 ，反馈信息学风困境 ，进行平等的交流探讨。 每次讲座之后 ，学生

效度 、信度高 。 调研数据及分析结果表 明 ： 大多数学生或活动组织者均 自发撰写感受或报道 ，发表于校园 网 、

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优良学风 ，认同
“

政治坚定 ， 技术校报 、督导信息等媒体 ， 扩大 了学风教育活动的影响 。

优良
” “

木直中绳 ，博学载医
”

的校风校训 ， 勤勉上进 ，近些年来 ，
他们还应邀参与全国研究生暑期科研训练 、

严谨治学 ，但在思想认识上仍存在很多困惑 ，例如
“

准全省执业医师继续教育培训 、
全校住院医师系统培训

备考研与临床实习孰轻孰重 ，
二者如何兼顾

” “

学的好等活动 ，承担医学职业精神等教学 、教育讲座任务 。 其

与嫁的好 ，
哪个更靠谱

”

等 ；

一些学生在学习 中 出现某中 ，学风都是重点 内 容 。 学风教育扩展到 了 医学专业

些不良行为 ，例如迟到早退 、上课睡觉 、无端缺席 、考试研究生和大学后继续教育层次 。

作弊 、论文抄袭等 。教学督导有效地直接参与学风建设 ，
不仅需要参

综上所述 ，督学是医学院校教学督导工作 的重要与专题活动
，
还需要有常态化的直接参与学风建设的

组成部分 ，积极参与和助力 医学生学风建设是督学实意识和做法 。 例如 ， 与学生直接交往 ，受托组织学生座

践的核心内容 。 在医学院校学风建设中
，
学校督导工谈会 ，应邀参加校院学生学习竞赛 、辩论比赛等校园文

作应该充分发挥考察作用 、 咨询作用 、指导作用 。 其化活动 ，
以及参与研究生文献抄读 、开题报告等场合 ，

中 ，考察作用是最基本的 ，是其他作用发挥 的前提 ；
咨在进行专业知识

、
技巧 、细节等指导 、点评时

，
均恰当地

询作用是考察作用 的延伸和运用 ，但却是助力学风建渗透甚至突 出学风教育 内容 。

设中督导作用的最 主要的直接体现 ；指导作用是其考２ ． ２ 间接路径

察作用和咨询作用 的综合延伸 和运用 ，
是教学督导积目 前 ， 高等医 学院校教 学督导

一般 由业 已 退休

极参与学风建设的 目标和价值所在 。的 资深 老教授担 任 ， 他 们基本 上 已 不 承担教 学任

２ 医学院校学风建设中督学作用的实现路径务
，
直接与学生面对面接触并与 其共 同探讨学风建

２ ． １ 直接路径设 问题 的机会毕竟有限 。 所 以 ， 教学督导 参与学风

２
．

１
．

１ 对学生课堂学习状况进行评价 。建设的 积极作用 更现实 、 更经 常 的 实 现路径是 间

基于考察对学生课堂学习状况进行评价是医学院接的 。

校学风建设 中 教学督导作用实现的最重要的直接路２ ． ２ ． １ 通过指导任课教师教书育人来促进学风建设 。

径 。 医学生课堂学 习 的现状是其学风最直接 、最集 中在督教实践中
， 通过指导任课教师教书育人来促

—

５７
—



网址与投稿 ：中 国医学伦理学２０ １６ 年 ２ 月 第 ２９ 卷第 １ 期

ｈｔ ｔ
ｐ ： ／／ ｙ

ｘｌｌ
ｘ． ｘ

ｊ
ｔｕ ． ｅｄ ｕ ．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

ｌＥｔｈｉ ｃｓＦｅｂ ．
２０ １ ６Ｖｏ

ｌ
．２９Ｎｏ ．１

进学风建设 ，
是这种间接路径中 的最重要 、最有效的一风建设的考察功能 、咨询功能 、指导功能都得到 了充分

条 。 教书育人既是任课教师的教风在课堂教学 中的集发挥 。

中展示 ，也是对学生形成学风 的言传身教。 课堂中教优化 自 身工作作风为督导实践直接 、间接促进学

书育人的实质和关键就是师生在教学互动 中实现学风风建设提供无形动力 。 教学督导积极参与学风建设 ，

的真正提升 。 根据医学人才成长的规律及我国卓越医督学 、督教这种
“

准管理
”

的方式 固然不可缺少 ，但这

师培养的要求 ，在评价教师授课质量中 ， 哈尔滨医科大种有形的力量还需要有 良好的督导工作作风的无形力

学教学督导委员会不仅将教书育人列为分解考量的首量给予支撑和配合 。 道理很简单 ，说起来似乎就是
一

项一级指标即教学 内容中 ，而且落实在听课后同任课个人人皆知的常识 ， 即
“

身正为范
”

。 教学督导老师必

教师进行交流时的具体指导及研讨 中 ， 例如充分肯定须言行
一致 ，让别人做到 的 ， 自 己 就要首先做到 、做得

和大力倡导任课教师联系 临床实际 、分析典型案例时更好。 为此 ，
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督导委员 会所有督

强调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的做法 ， 和带实 习课的任课导老师不仅十分 自律 ，而且保持了极强的事业心 ，创造

教师一起探讨如何以身作则地体现并培养学生敬畏生性地开展教学督导工作 ， 自 觉地服务于教学第
一

线的

命 、尊重实验动物等职业精神理念的教学方法。 引导师生 ，现已将初创时期的只是评价教师课堂讲课好坏

任课教师将教书育人同理论联系实际 、 医学生综合能逐步发展成为集督教 、督学 、督管于
一

体的教学质量评

力培养 、启发式教学法应用 、组织师生互动等进行综合价体系 ，
发挥了促进学风建设 的积极作用 。 仅就

一

份

设计和实施 ， 以此促进学风建设 。小小的课堂教学质量多元评价表来说 ，
它的数易其稿 、

２ ． ２ ． ２ 开展学风研究 。不断完善 ，本身就是几代督导老师科学 、严谨、敬业作

开展学风研究是在督学中能够促进学风建设具有风的典型缩影 ，
是他们不断研究师生实践探索和建议

可行性的重要 间接路径。 与学校教学 、教育管理部 门意见的学术成果 ，是他们不断深人发掘 、运用教学规律

不同 ，
教学督导积极参与和影响学风建设 ， 只能诉诸教的创新结晶 。 由 于他们的高效实践及其敬业精神的加

育 、教学规律 ， 以此去影响 任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入和影响 ，该校优 良的 学风与教风 已打上了教学督导

而不可能直接使用行政手段。 同胜任的教师
一

样 ， 胜工作的深刻烙印 。 因此
，该校督导老师深得学校教务

任的教学督导也必须做到
“

要想给别人
一碗水

，
就要部门及学生团体信任 ，

一直应邀参与学校优秀教师评

使 自 己有
一

桶水
”

。 因此 ，教学督导不仅要有丰富 的优 、校与省教学研究课题申请及其成果结题评审 ，
应邀

教学经验
，
而且要有较高的教学理论水平 。 例如 ，

为有担任学生会组织的各种学习竞赛等活动 的点评嘉宾

效参与学风建设 ，就必须不断学习现代教学理论 ，
学习等 。 由于工作 出色 ， 第一任校首席教学督导徐威廉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 ，学习 国 内外现代医 学人才授获 ２０ １ ２ 年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称号 ， 多位

培养 目标理论 ，
系统 、深人地研究医学生学风形成规律校 、院督导老师获得了校内嘉奖 。

性 ，不断进行 自 我教学理念 、学习 理念的现代化嬗变 ，［参考文献 ］

使 自 我的督学工作具有科学性和影响力 。 只有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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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华 医

医学院校学风建设总课题 ，
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督导

委员会先后 向学校和省教育厅成功申报 了教学研娜［ ３ ］ 李维 ，
王销 ？ 完善教育督导

，
深化工 学结合 ，

促进
题

，
对医学生学风现状 、医学生学风与督学及督导工＃高职 院校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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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教＿书育人与医学生学风养成的关系 、课堂院校 的 借 鉴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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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
４

） ：

教学质量评价与 医学生学风建设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展

开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督导工作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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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

教学督导通过督学实践参与学风建设 ， 只有将 自ｎ多 ＠ 日期 ２０ １５－ １ ２
－

１ ０
］

己 的努力融人全校的学风建设整体之 中 ，其效果才能＃^

真正体现出来
［
３

］

。 近年来 ，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督导
’

的督学工作密切配合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 ，使参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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