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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上的艺术 1.0

讲台艺术1.0

认知理论、知识技能

沟通表达、教学设计

教学艺术



金鱼防御条件反射实验

灯亮后20，金鱼须穿梭到对侧，否则将遭到电击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感觉性条件反射

操作性条件反射

强化作用：惩罚与奖励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鱼牛的故事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
利用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方式获得的。



艾宾浩斯记忆保持曲线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
浩斯(H.Ebbinghaus)研
究发现，遗忘在学
习之后立即开始，
而且遗忘的进程并
不是均匀的。最初
遗忘速度很快，以
后逐渐缓慢。

定期重复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碗与桶

碗与桶

课堂教学1——知识技能



吃草与挤奶

课堂教学1——知识技能



网与丝

课堂教学1——沟通表达



transfer your ideas to 
other’s mind

课堂教学1——沟通表达



吃葡萄不吐
葡萄皮儿；
不吃........

这个.....那个.....嗯..... 语言训练

思与语

课堂教学1——沟通表达



他通过它生成她再影响到
that one，然后在this存在
的情况下it would cause所有
这些不存在。所以，这很简
单，没有什么多讲的....... 这
下你们懂了吧？

要言之有物

名词与代词

课堂教学1——沟通表达



照本宣科，读PPT，眼睛不敢与学生交流
只顾自己讲，不与学生互动，
不顾学生反应，讲得太多，生怕遗漏

即时反馈

教学互“恋”

课堂教学1——沟通表达



重点 & 主线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 把握要义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http://www.psy525.cn/r/123/showpic-108.aspx
http://www.psy525.cn/r/123/showpic-108.aspx
http://www.psy525.cn/r/123/showpic-108.aspx
http://www.psy525.cn/r/123/showpic-108.aspx


血管扩张→血压↓

用水高峰→水压↓

举例说明

心
血
管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第一心音发生在心缩期，音调

较低，持续时间较长，在心尖
搏动处听的最清楚。在心脏收
缩期，心室壁突然绷紧，房室
瓣关闭和射血引起的大血管扩
张及涡流所引起的震动，是第
一心音的主要成份。因此，通
常可以用第一心音作为心室收
缩的开始标志。

第二心音发生在心室舒张期，

音调高持续时间较短。第二心
音主要与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
关闭有关，可以作为心室舒张
开始的标志。

抽象→具体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形 状

四条边，四个角，90
。
内角

无角，对称，面积大，周长小

三只角，三条边，稳定

海星样，夹角72 
。
，镜面对称

文字与图形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 读图时代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人血清Ig的ELISA夹心检测法

1、将兔抗人Ig吸附于96孔反应板底

2、洗涤去除未吸附的抗体，加入Ig标准品及待检血清

37℃孵育2小时

3、洗涤去除未结合的样本，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抗人Ig单抗，37 ℃孵育2小时

4、洗涤去除未结合的酶标抗人Ig单抗，加底物显色

5、加浓硫酸终止显色反应，上光密度计读取光值A

6、以人Ig标准品的不同浓度及其相应的吸光值为参数

作图，绘制标准曲线

7、以待检血清的吸光值A在标准曲线上查得相应Ig含量



包埋抗体,洗

①

加抗原,洗

②

加酶标抗体,洗

③

加底物显色

④

人血清Ig的ELISA夹心检测法



20% 50% 80% English  

BEST

BETTER

GOOD

ACCEPABLE

WORSE

中文 英文Percentage of English

saddle

中文与英文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中文教材，
中文讲解，
中文名词。

E
n

g
lish

 T
erm

 &
 S

u
m

m
a
ry

English Textbook,

English Explanation,

English Term

中
文

名
词
及

重
点
解
释

中文为主80％，辅以英文20％
English Lecture 80％， with 

Chinese Term & Explanation 20％

20％ VS 80％
中文与英文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以恰当的方式和顺序讲授基本的核心知识

激发学生的兴趣，启发学生的思考

不必拘泥于教学大纲

不必拘泥于教科书上内容和顺序

不必拘泥于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

基本原则和要求 总结

课堂教学1——教学设计



张弛有度

课堂教学1——教学艺术



“留白”的艺术

课堂教学1——教学艺术



喂食 自动取食

提问、引导、示范、兴趣、探究

Teacher is a coach

留下自学的空间

课堂教学1——教学艺术



留下想象的空间

画西施

课堂教学1——教学艺术



讲台上的艺术 2.0

讲台艺术进阶

教育标准、教育理念

课程体系、教学模式

教学评价、教学资源

引发思考、与时俱进

搬砖、盖楼、建设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

毕
业
生
基
本
要
求

办
学
标
准

参考WFME 制订的国际标准以及GMER

所有院校（含新建）的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均要在2020年以前完成

课堂教学2——教育标准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

教学中引入现代教育理念

1、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 learning）的教育模式

2、以整合课程（integrated curriculum）为特征的课程计划

3、以自主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为特征的教学方法

4、以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为特征的考核方法

5、以基于网络（web-based e-learning）为特征的教育技术

教育标准课堂教学2——教育标准



Key principles of a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pproach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的基本原则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

1.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
验

9.The teacher acts as facilitator of 
learning rather than as presenter of 
knowledge        

教师充当学习的促进者，而不是
知识的呈现者

2.Students’ needs and learning 
preferenc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学习爱好

8.Activities/resources are used to  
motivate/support/challenge 
students

使用活动或资料来激励/帮助/挑
战学生

5.Students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

7.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develop own idea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培
养决问题的能力

3.Formative assessment, peer 
assessment and self 
assessment help students learn    

形成性评价、同学评估和自
我评价对学习有帮助

4.Students develop key 
employability skills   

培养学生核心就业技能

6.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become independent 
learners  

鼓励学生独立学习

课堂教学2——教育理念



 教学目标——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2001）

记
忆

理
解

应
用

分
析

评
价

创
新

课堂教学2——教育理念



融课程，减负担

促自学，建资源

早临床，重人文

提能力，多实践

课堂教学2——课程体系



PBL

教改试点班

（60人）

所有临床医
学专业

（671人）

课堂教学2——教学模式



自
主
学
习

学
习
效
果

大
数
据

分析

反
馈
个
人
学
习

反
馈
教
学
过
程

完
成
作
业

作
品
上
传

学
生
互
评

系统
分析

作
品
成
绩

最
终
得
分

评
价
成
绩

闭环模式

课堂教学2——教学模式



 学业考试——教育测量学分析

试卷质量评价

信度 反映考试结果稳定性和

可靠性的指标。包括：重测信

度、复本信度、拆半信度、评

分者信度。

效度 实现考试目的的程度和

有效性。包括：内容效度、结

构效度、标准相关效度。

试题质量分析

难度 试题的难易程度，经典测

量理论中一般用通过率来表示。

区分度 试题能否有效区分应试

者水平差异的指标。一般用高分

组中答对者和低分组中答对者所

占比率的差值来表示。

课堂教学2——教学评价



题 型

客观题
（封闭式）

主观题
（开放式）

选择题 提供型

是
非
题

配
对
题

选
择
题

填
空
题

改
错
题

名
词
解
释

简
答
题

计
算
题

证
明
题

论
述
题

写
作
题

设
计
题

翻
译
题

 学业考试——命题题型

课堂教学2——教学评价



课堂教学2——教学资源 e-learning



3D

人

体

we

b版

鼠标互动、触屏互动，漫游历险模式

课堂教学2——教学资源



+ plus

一层

外科学基础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有标准手术室2个，
简单手术室8个。

课堂教学2——教学资源



二、三层为诊断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可
以进行诊断学的教学和内科、妇产科、儿
科、急诊等学科的临床技能培训、考核。

OSCE中心：客观结构化临床能力考试中心。

课堂教学2——教学资源



四、五层是护理学实验教学示范
区。全真模拟病房,粉紫色的帘布，
环境很好很温馨。

课堂教学2——教学资源



智能模型

虚拟现实 —— 混合现实 —— 智能模型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智能模型 把视觉、听觉和触觉结
合起来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智能模型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智能模型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病床 + SP + 监护仪

模拟临床场景

人体内部运行指标

基础医学结合临床

互动式操作模式

操作+评价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ESP

生理驱动内核
+模拟病人
+临床场景
+操作互动
=ESP训练考核
系统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监护仪
重要监护参数显示
显示选择按钮
理论/实验/案例切换

ESP
人体状态场景呈现
可呈现不同场景、不同动作、
不同病情特征，可对话

原理窗
动画原理图、动态指标图
核心知识点
实验、案例等学习的任务栏

界
面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原
理

生理驱动人体模型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血容量 心输出量 血压  器官血流
量 微循环

原
理

生理驱动人体模型

心功能曲线 P=QR Q=P/R 血流分配规律

给药途径+给药量 血药浓度曲线  实时药效

药代模型 量效曲线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ESP的运行模式

核心程序 动画界面

数据驱动界面（动画）

驱动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ESP的应用
场景

ESP
理论
课

ESP
实验
课

ESP
临床
课

案例驱
动高阶
模拟人

基础医学
实验的第
三种模式

讲解演示
理论课的
难点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ESP 人体运行原理

ESP案例运行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ESP10-30（1080）.mp4


虚拟仿真项目（金课）——虚拟仿真实验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ESP基础医学应用

基础医学动物实验 ESP案例教学

统一设备（通用平台），案例驱动
如：失血性休克、血压调节、呼吸调节、泌尿实验等
问题：伦理问题、操作问题，教学理念更新问题
新型实验教材
机能实验学（ESP案例版）建设团队组建中……

临床医学应用 执业医师考试与训练，辅助临床理论教学，PBL讨论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呼吸道的

加温作用

氧离曲线

及影响因素

肺换气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肺通气功能的

(模拟)测定

课堂教学2——虚拟仿真



传
统
医
学
教
育

学习：自主学习

实践：体验式

讲授：混合式

评价：形成性

管理：智慧化

流程
再造

课堂教学2——流程再造



关节响声

心脏内表面

渗透压

课堂教学2——引发思考

水分子由高浓度向低浓度扩散的过程



课堂教学2——与时俱进

• 讲台升级了、分化了、变异了（教师不再是信息源头）

• 现代教育理念：学生中心、课程整合、自主学习、形成性评价、e-learning

• 有料、有道、有笑（有趣）

• 知识展现、书本之上、心灵震撼



感谢您的陪伴

谢 谢！
南京医科大学 高兴亚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