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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理工素质教育
提升医学创新水平

刘志成
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zcliu@ccmu.edu.cn

提纲
 我国医学新技术创新状态

 医学生理工素质对医学新技术创新的意义

 高等医学教育中理工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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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思考与对策

 我们的实践与结果

 本项工作意义及可能的产出

医学新技术定义与载体
 医学新技术

在预防、保健、治疗和康复等医学活动中所出现的与现

有技术比较有显著进步的新生或改进技术。

 医学新技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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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与预警技术

 健康促进技术

 诊断与鉴别技术

 治疗技术

 功能康复与修复技术

 功能代偿与替代技术

 生理功能解释或病理过程认识技术

医学技术的类别与创新特点
 类别

 处置方法 综合知识，理学功底

 药物开发 药学知识，生物化学

 药物使用 临床知识，天赐良机

 医疗器械 临床操作 工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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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 临床操作，工学意识

 创新特点

 创新源头是临床医生或研究者

 必须解决“Why don’t I think that?”

 创新意识

 学科交叉能力

 争取相关学科人员积极配合

理工素质对医学生成才的意义
 理学素质【Science】
 量化与逻辑分析能力，抽象与形象转换能力。

 提升学生的 “聪” 水平。

 工学素质【Technology】

理工素质定义

专业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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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掌握、利用与创造能力。

 提升学生的 “慧” 水平。

 医生应该具备把原理产生于理学，方法与
设备形成于工学的现代医学技术合理、有
效、安全地应用于医学实践，进而提升科
技创新和医疗技术水平。

人文
素质

理工
素质

理工素质对医学生成才的意义

人的素质是以人的先

天禀赋为基质，在后

天环境和教育影响下

Skills

Self-image
Social-role

难培养
难评价

素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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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

在的、相对稳定的身

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

水平。
Knowledge

Attitude
Value

Traits
Motives

易培养
易评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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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教育中理工
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来自学方的问题

 大学前教育引导不足，高考指挥棒作用导致上医科大学就是想躲开数学物理；

 重专业轻基础，不能用发展眼光看待学习；

 来自教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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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课教师理工素质欠，课程中引导不足；

 基础课老师专业深入不足，用自己的背景专业思维去强制学生的自属专业心态；

 来自管方的问题

 国家执业资格考核缺少理工素质要求；

 排他的执业资格制度要求给予学生特殊的职业渴望；

 高中起点的高等医学教育模式无法改变；

 教育管理部门重视不够，要求不高，投入不足。

医学生理工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的目的
 研究医学专业教育特点，搞清医学生理工素质的定义与

教育要求。

 改革现行医学专业理工素质教育模式，构建针对医学生

且合理可行的理工素质培养课程体系。想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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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体现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生理工素质教育理念的教材

系列。

 追求授者尽职基础上的受者自愿获取最大受益的课程教

学效果。

 杜绝考评结果无法区分认真学习与应付考试的现象。

 达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激励学生协作学习的目的。

做点活儿

理解高等教育规律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高等专业教育

 大学生的共性培养

 文化背景，体魄背景，政治立场

 专业大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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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大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专业基础（能力），专业（技术与水平）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危险倾向

 教学型大学重基础轻实践，教学研究型大学重专业轻基础

 问题：如何实现从人力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变？

理解大学功能

 教育教学是根本，决定存在与生存

 科学研究是发展，决定水平与地位

 社会服务是能力 决定资源与实力

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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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是能力，决定资源与实力

保障生存 提高地位 增强实力

理解课程的形成过程

设立专业 顶层策划

培养方案 顶层设计

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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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教育设计

课程设计 技术设计

课程教学 教育实施

理解课程内容的产生规律
专业培养目标

知识模块

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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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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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授受关系地位 主导

 主要工作要素

 教学内容组织【课程地位与作用，课程协调与衔接】

 教材编写或选择【科学严谨 文采风格 宜教谊学】

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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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编写或选择【科学严谨、文采风格、宜教谊学】

 教学方案设计【内容组织协调，重点难点分析，学习效果评价】

 教学手段选择【合理有效，新颖独特】

 教学方法研究【有效刺激，合理互动，启发思考，鼓励自主，引

导协作】

 教学艺术修养【语言艺术，形象艺术，文化底蕴，感召控制】

理解学生的需求

 授受关系地位 主体

 主要学习要素

 为啥学【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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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什么【专业思想，未来期望，课程辨析，心理状态】

 怎么学【学习方法，身体素质，关系协调，自控能力】

 怎样考【概括总结，考试技巧，应激状态，评价体系】

我们的工作
 在研论文

 现代高等医学教育要重视医学生的理工素质培养（韩晓鹏）

 影响医学生理工素质提高的问题与对策（叶亚琳 ）

 医学生理工素质教育必修课教学内容选择原则的探索（李林）

 医学生理工素质教育的立体化课程体系构建原则（张旭）

学生 素 教育的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 刘志翔

教育教学研究

15

 医学生理工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刘志翔）

 理工课程教师生物医学素质对医学生理工素质提高的影响（张海霞）

 专业教师对提高医学生理工素质的作用重大（朱进霞）

 医科大学中教学管理部门对医学生理工素质教育效果的责任（付丽）

 旨在提高医学生理工素质的必修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童隆正）

 旨在提高医学生理工素质的选修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钱秀清）

 在编教育专著

 论医学生理工素质培养

05-09年 面向医学生理工科教育教改课题

时间 项目名称 级别 负责人

2005 医学院校本科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研究 校级 童隆正

2005 医学院校本科生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性研究 校级 张韫

2005 C语言课程计算机自动命题系统的建设 校级 刘卫芳

2005 在数据库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校级 周晓玉

2006 加强基础物理实验教学及多媒体模拟演示实验的探索 校级 吴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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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加强基础物理实验教学及多媒体模拟演示实验的探索 校级 吴瑞

2006 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选修课建设 校级 刘红

2007 数学类课程考试改革与实践李林 校级 李林

2009 面向医学教育的立体化理工类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 刘志翔

2009 以课程内容为中心医学本科生基础课计算机基础的网络课程教学
环境的研究与构建

校级 杜菁

2009 医用物理学课程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 刘志翔

2009 临床专业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班医用物理学理论课的改革与实践 校级 严华刚

2009 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制订 教育部 刘志翔

2009 自然科学（数理化）课程在培养医药学生科学素质中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

教育部 刘志翔

05-09年 理工科教育教改课题
时间 项目名称 级别 负责人

2005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研究 校级 张旭

2005 生物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研究 校级 刘志成

2005 假肢矫形专业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的研究 校级 叶亚林

2005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生电子与仪器类课程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的研究 校级 全海英

2005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方法改革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
用

校级 薄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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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006 假肢矫形工程专业必修课程的课程内容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研究和改革 校级 叶亚林

2006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必修课程的课程内容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研究和改革 校级 李海云

2006 电子技术实验课程网上虚拟实验的开发研究 校级 任朝晖

2006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必修课程的课程内容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研究和改革 市级 张旭

2007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信号处理课程实验教学方法的研究 校级 王燕

2007 医用超声课程教育教学方法研究 校级 陶蔷

2007 机械类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 校级 张海燕

2009 材料力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 校级 钱秀清

2009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课程互动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 全海英

2009 实验课的网络化教育管理研究 校级 任朝晖

2009 医学院校理工类课程教学过程规范化研究与实践 校级 张旭

已发表的代表性教学论文

教育教学研究

序号 姓名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出版

1 张金旺 反例与数学概念教学 当代学术研究 2005

2 高 欣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浅议 现代高教改革与研究 2005

3 严华刚 定性和半定量物理学与医学物理数学 中国医学教育研究进展 2005

4 刘卫芳 C语言课程教学方法的若干思索与探讨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05

8 许向荣 软件过程改进spi的研讨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06

11 薄雪峰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电工与电路分析”教学改革初探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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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薄雪峰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电工与电路分析 教学改革初探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06

12 周晓玉 对创新实践教育的探索与认识 中国教育科研与实践 2006

13 刘卫芳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与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若干思索与探讨 中国教育科研与实践 2006

16 于红玉 Eda在电子技术系列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07

18 李东果 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教育 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 2007

19 张 旭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特色教育的培养模式与培养方案的改革与实践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进展 2007

20 任朝晖 医学院校中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实验课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进展 2007

22 叶亚林 假肢矫形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建设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进展 2007

24 张 旭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harac-
teristics of Training Model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 of 

Reform and Practice

APCMBE 2008,  
IFMBE Proceedings 19

2008

25 刘志成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Training Mode and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CMBE 2008,  
IFMBE Proceedings 1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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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
 已形成的教学团队

 物理学教学团队

 医用高等数学

 计算机基础

精品课程与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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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形成和设计中的精品课程

 医用物理学

 计算机基础

 医用高等数学

 医用传感器；信号与系统（双语）

我们的工作
 教学研讨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课程教学研究
研讨会

 全国高等院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
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医学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

教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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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术年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

 大学数学课程报告论坛

 医学院校数学课程论坛

 电子技术全国教师大会

教学改革工作思路

 探索医学生理工素质教育的内容与载体

 明确课程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课程地位与作用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改革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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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课程地位与作用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编纂体现教学改革理念的新概念教程

 逐步形成讲究效果的授课方式

 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模式

教学改革工作思路
 发展理念 帮医学研究认识深化，助医学服务水平提高

 内容定位 与生物医学相关的技术、设备与方法

 内容组织 这是什么，能干什么，怎么干的，

谁

发展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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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什么，还有什么，要用找谁

 好处多多 真正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

拓展教学疆域 打造教学名师

开辟研究领域 培育专业大师

广交学术朋友 丰富发展资源

教材编写设想
 系列教材名称

面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

自然科学基础与工程技术新概念教程

 成立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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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编审委员会

 计划字数：40万/本
 确定主编，成立编写组

 明确编撰原则，广泛组织素材

 组织编写，列入出版计划，争取规划教材

我们的工作

1. 医用高等数学新概念教程 必修 54
2. 面向研究的生物信息处理技术 选修 36
3. 医用物理学新概念教程 必修 54
4. 医用物理学实验教程 必修 36
5. 物理学与人类健康 选修 18
6. 现代计算机技术新概念教程 必修 54

理工素质教育课程体
系与教材编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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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代计算机技术新概念教程 必修 54
7.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必修 54
8. 临床信息管理与利用 选修 18
9. 临床工程学简明教程 选修 18
10. 医学测量技术新概念教程 选修 18
11. 医用生物力学新概念教程 选修 36
12. 生物力学研究方法学 选修 36
13. 现代康复工程学简明教程 选修 18
14. 临床医学中的工程技术与方法 选修 36
15. 现代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工程学技术与方法 选修 3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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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物理学课程内容选择原则

 保证科学性

 兼顾完整性

 强调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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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可读性

 示例专业性

 注重启发性

 鼓励自主性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方案设计
 以具有冲击力的事件开篇；

 以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提出给出科学线索；

 以问题解答展开科学内容；

 以概念的理解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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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概念的理解为重点；

 以典型生命相关应用实例结尾；

 页边给出要点提示，篇中适当给出史实拾遗；

 可扩展内容部分给出兴趣学习参考资源；

 习题以分析和概念理解为主，不突出过繁的计算与推

导，不强调纯粹的物理和数学技巧。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大纲设计
全书 50 万字 部分有彩图
第 0章 绪论
第一章 力学基本定律
第二章 流体的运动
第三章 机械振动与波动
第四章 分子动理论
第五章 静电场
第六章 直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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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磁场与电磁感应
第八章 波动光学
第九章 几何光学
第十章 X射线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第十一章 光谱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第十二章 量子物理基础
第十三章 原子核及辐射的生物效应
第十四章 狭义相对论基础
习题答案
附录一 基本物理常量
附录二 数学公式速查
中英文对照常用物理名词索引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大纲设计
控制掌握程度 交叉理解深度 增加了解范围

 掌握：属较高要求。对于要求掌握的内容（包括定理、定律、原理等内
容，物理意义及适用条件）都应比较透彻明了，并能熟练地用以分析和
简单计算与大学物理课程水平相应的具体问题。对于那些能由基本定律
导出的定理和结论要求会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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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属一般要求。对于要求理解的内容（包括定理、定律、原理等的
内容，物理意义及适用条件）都应明了，并能用以分析和计算与大学物
理课程水平相应的简单问题。对于那些能由基本定律导出的定理不要求
会推导。

 了解：属较低要求。对于要求了解的内容，应该知道所涉及的问题的现
象和有关实验，并能对它们进行定性解释，还应知道与问题直接有关的
物理量和公式等的物理意义。 对于要求了解的内容，在经典部分一般
不要求定量计算，在近代物理部分要求能作代公式性质一类的计算。

内容安排以力学基本定律一章为例
 以示例方式让学生了解力学因素对生命过

程的重要性，力学因素的生物效应及其修
正与利用；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方案

29

正与利用；

 以拾遗方式引导有兴趣的学生进一步深入
学习；

 给出力学相关的重要资料资源目录，便于
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编制现象解释类的合作操作性思考题，鼓
励学生以协作方式进行实践性学习。

内容安排以力学基本定律一章为例
 掌握位移、位矢、加速度、速度、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等描述质点运动和运动变化的物理量。能借助于直角
坐标系计算质点作空间运动时的速度、加速度。理解
自然坐标系，能计算质点作圆周运动时的角速度、角
加速度 切向加速度和发向加速度 了解质点的相对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方案设计

30

加速度、切向加速度和发向加速度。了解质点的相对
运动问题。

 掌握牛顿三定律及其适用条件。能用微积分方法求解
一维变力作用下的简单质点的运力学问题。了解惯性
系和非惯性系的基本概念。

 掌握功的概念，能计算直线运动情况下变力的功。掌
握保守力作功的特点及势能的概念，会计算重力、弹
性力和万有引力势能。理解势能曲线，能从势函数求
得保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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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安排 以力学基本定律一章为例
 掌握质点的动能定理、动量定理以及动量守恒定律；理解质点的角

动量（动量矩）和角动量守恒定律，并能用它们分析、解决质点运
动的力学问题；掌握机械能守恒定律。掌握运用守恒定律分析问题
的思想和方法、能分析简单系统在平面内运动的力学问题。

 了解转动惯量概念 掌握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理解刚体绕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方案设计

31

 了解转动惯量概念。掌握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理解刚体绕
定轴转动情况下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会计算力矩的功、
转动动能；掌握刚体定轴转动中动能定理和功能原理。

 理解质心和质心运动定律。了解刚体平面 运动的一般概念。了解
旋进。

 理解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理解伽利略坐标、速度变换。
 了解弹性体的形变、弹性模量、应力、应变等概念。
 掌握理想液体的性质、伯努利方程。
 掌握黏性流体的运动、泊肃叶定律。
 了解对称性和守恒定律的关系

内容安排 以力学基本定律一章为例
第一章 力学基本定律
§1.1 力学因素与人类生存质量的关系

§1.2 物理量及其表述

1.2.1 物理量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方案设计

拾遗

32

1.2.2 质点

1.2.3 参考系与坐标系

1.2.4 矢量及其运算

§1.3 运动描述

1.3.1 位置矢量与位移

1.3.2 速度

1.3.3 加速度

人类理解时空的进程

拾遗

速度带来的乐趣与苦恼

内容安排 以力学基本定律一章为例

第一章 力学基本定律
§1.4牛顿运动定律

1.4.1 牛顿运动定律
1.4.2 功与功率
1.4.3 动能 动能定理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方案设计

拾遗

牛顿的伟大贡献

33

1.4.3 动能 动能定理
1.4.4 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势能
1.4.5 功能原理
1.4.6 机械能守恒
1.4.7 动量 冲量 动量定理 动能守恒定律

§1.5刚体定轴转动
1.5.1 刚体定轴转动的运动描写
1.5.2 刚体定轴转动定律
1.5.3 刚体定轴转动的功和能
1.5.4 角动量定理 角动量守恒定律
1.5.5 进动

牛顿的伟大贡献

拾遗

陀螺与我们的生活

内容安排 以力学基本定律一章为例
§1.6 生物材料的力学特性描述

1.6.1 物体的变形规律及其描写

1.6.2 应力与应变

1.6.3 弹性模量

生物材料的粘弹性

医用物理学教材编写方案设计

拾遗

34

1.6.4 生物材料的粘弹性

1.6.5 骨骼的力学特性

1.6.6 软组织的力学特性

1.6.7 常用生物材料力学特性测试方法简介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参考文献

拾遗

骨折修复技术的发展历程

保证课程教学效果
的教学改革与研究
 明确与理解课程在培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依据课程地位与作用精选课程内容

 深入研究教学内容，精细设计教学方案

35

 关注课程内容衔接，注意合理学科渗透

 合理使用教学方法，优化配置教学手段

 精湛熟练教学技术，注重育养教学艺术

 塑造维护名师形象，确立教师主导地位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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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
培养方案中定位的问题
 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物理课程是公共基础课程？

 要不要结合医学内容？

 怎样结合医学内容？

37

 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物理课程是专业基础课程？

 要不要保持物理学课程的体系架构？

 将来用什么，现在讲什么行不行？

 有限学时，能讲多深？能讲多广？

医学生恐惧甚至厌
恶物理课程的困惑
 来医学院校就是想躲开数学、物理课程

 大学课程内容与中学课程内容衔接不当

 授受关系协调不利 敬业的老师把职业的

38

 授受关系协调不利，敬业的老师把职业的

学生搞疲了

 教学艺术性差把学生搞烦了

 教学技术性差把学生搞恼了

怎样搞好课程建设
 调整教学理念

 准确课程定位

 配伍教学内容

 加强教材建设

39

 加强教材建设

 做好实验配套

 改革考核方式

 注重教学艺术

 追求教学效果

物理课程在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培养方案中的定位

课程定位

在高中起点的高等医学教育培养方案中，物理课程的定

位为“公共基础课程兼专业基础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以“生”为核心

40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是高中起点，必须满足本科通识教育要求

 专业基础课程

 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物理课程是物理类理学课程的绝课

 物理课程必须在保持理学性质的同时兼顾工学性质

 物理课程必须适当合理地结合生物医学实际

生命、生活、生产
生物、生病、生气

物理课程在中国高等
医学教育中的作用
课程作用

 补足本科生自然科学文化基础知识；

 培养在现代生物医学实践中遇到多因素问

题时，采用逻辑分析、抽象思维与形象思

黑色部分为公

共基础性质

蓝色部分为公

共基础兼专业

41

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工作能力。

 知道在或然性特点突出的生物医学领域内

开展工作需要确定论的定量处理方法并学

会误差处理的基本知识；

 了解依据物理原理形成的现代生物医学技

术方法与设备的工作原理；

共基础兼专

基础

红色部分为专

业基础性质，

同时兼顾了工

学性质

我们的新理念教学实践
 医用物理学教学实践

 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医用高等数学的教学实践

42

 医用高等数学的教学实践

 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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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高等数学教学方式改革

 培养学习兴趣：授课中将

学习兴趣培养作为人物之一；

 开展讨论式学习：选取

少部分内容事先安排学生准备，

上课时由 个学生讲解此知 点

43

上课时由几个学生讲解此知识点，

之后教师组织讨论；

 复习是学习的重要环

节：复习是对学习的知识系统

化的过程、能力提升的时间。要

求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全面复

习，并详细地作出知识结构框图。

医用高等数学考试改革

 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推行

考试改革：发挥考试的“指挥棒”

作用，将高等教育引向培养会学习、能思

考、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轨道，真正达到教、

44

学、考三者的和谐统一。

 从考试命题入手：
综合考核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突出基本概

念和理论、基本方法。

 形成半开卷考试方法：
由半开卷到“半开卷+小论文”

医用物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操作方式

课堂授课操作方式

习题操作方式

45

课程考核操作方式

我们的新理念教学实践
 完整的操作方案

 文件系统

 考试方式与内容

 成绩分析

实践结果

46

 成绩分析

课堂授课操作方式
 第一堂课向学生书面交代课程改革的具体内容与方式；

 课程内容和知识体系与没有改革的班级相同；

 课程讲授内容体现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公共基础性

质），保持完整性、坚持科学性，线索式推导，不追求

47

， 完 学 ，线 ，

数学完美性；

 课程内容示例以体现医学生的专业性为主（专业基础性

质）；

 习题保证数量与其它班级相同，但回避计算量过大的内

容，以思考讨论内容为主；

习题课操作方式——协作学习

 按照班级由学生自由组合分为10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给自己起一个不超过5个汉

字的个性化组名），每小组设组长一名；

 在每一习题课阶段之前的第一次课布置5个与此段课程学习内容相关的讨论性习题

内容；

 以小组为单位在习题课上进行5分钟PPT报告（报告人由教师现场随机在其小组内选

48

取，如果该组被选学生无故未到场该组成绩核减10分另选学生报告，每个学生只有

一次报告机会）；

 全体学生和老师对所有报告进行评分，各小组成员评分结果中去掉1个最高分，1个

最低分后取平均值为最后结果，组长负责连同评价表一起交科代表，科代表将各组

结果再按照上述规则平均后得到最终结果在下一次课上课时连同所有评价表、各组

PPT汇总交任课老师；

 任何一组获得的成绩为该组学生的共同成绩，计入平时成绩。

 课程余时部分由各组学生代表进行简单讲评，教师进行综合讲评，解答本节段习题

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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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阶段学习报告评价表
协作学习报告评价表

您现在是课程学习效果评价专家，大家尊重您的权利，请您公正公平并发挥出您的评价水平。小
组评价成绩计算办法：去掉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班级评价成绩计算办法为，去掉1个
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

评价人信息 姓名 ， 组名 ， 学号 ，

被评人信息 姓名 ， 组名 ， 学号 ，

49

评价参考分 优秀：18.0-20，良好：15.0-17.9，一般：12.0-14.9，不及格：11.9以下

项目号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说明

1 课程内容相关性 20

2 报告内容组织条理性 20

3 报告内容科学性 20

4 报告人表达能力与水平 20

5 PPT的视觉效果 10

6 团队合作状态 10

所得成绩

课程考核操作方式
 成绩分配规则

 实验课成绩 30%

 课堂考试成绩 50%

 自主学习成绩 10%

50

 自主学习成绩 10%

 协作学习成绩 10%

课堂考试操作方式
 前提 平时作业不上交。

 考试内容界定
 课堂考试内容中平时作业问题占 50%，可变型；

 作业之外的课程内容占 50%。

51

 卷面 100分

 考试时间 两个小时

 试卷内容格式
 是非题 10题 30分

 选择题 10题 30分

 计算题 4题 40分

自主学习考核方式
 题目 物理学与人类健康

 考核方式

 上交标明出处的素材（电子版、纸质版均可）

52

 PPT报告（5分钟，提问与讨论2分钟）

 素材评价 50℅
 PPT报告 50℅

自主学习考核评价标准
 学生和教师评价

 评价内容 PPT报告（5分钟，提问与讨论2分钟）

 评价组组成 20人，每组安排2名教师做主持人，负
责控制时间和答辩秩序。

53

 评价办法 20人成绩中去掉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后
取平均值为该生的最后成绩，学生评分+教师评分。

 教师评价

 评价PPT报告的素材

 评价点：可靠性，真实性，科学性，趣味性，主题相
关性

课程自主学习报告评价表
自主学习报告评价表

您现在是课程学习效果评价专家，大家尊重您的权利，请保证公平公正并发挥出您的评价水平。
评价成绩计算办法：去掉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

评价人信息 姓名 ， 组名 ， 学号 ，

被评人信息 姓名 ， 组名 ， 学号 ，

54

评价参考分 优秀：18.0-20，良好：15.0-17.9，一般：12.0-14.9，不及格：11.9以下

项目号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说明

1 物理学与人类健康主题的相关性 20

2 报告内容组织条理性 20

3 报告内容科学性 20

4 报告人表达能力与水平 20

5 PPT的视觉效果 20

所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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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工作的主要困难

教育教学思想观念转变

 专业课教师的思想观念转变

 基础课教师的思想观念转变

55

 学生对学习的现实与后继发展认识的转变

学科交叉的意识与能力提高

 畏难情绪

 懒惰心理

本项工作的标志性产出
 高中起点高等医学教育的理工素质教育理念与操作方案

 系统的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各门课程的作用与定位定义

 各门课程的内容选择原则

 各门课程的授课方式与考核方式

56

 各门课程的授课方式与考核方式

 出版

 综合性的系列研究论文与报告

 教育学专著

 系列中文教材

 系列英文教材

致谢
 感谢各兄弟院校的合作与协助

 广泛调研与研讨

 感谢学校领导的支持

 亲自听汇报并具体指导

57

 感谢教务处的支持

 特事特办，开展实践

 感谢相关学科的理解与支持

 生理学教授朱进霞积极参与研讨并给出建设性意见

 感谢学院全体员工

 全力以赴付诸实施

好 教 材

好 水 平

努力成为好教师

好教师

58

好 形 象

好 德 行

好 学 问

59

自然需要探索，教学需要研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持之以恒，必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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