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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十年来，多数医学院校已经开始面向全球招收医学留学生，目的是为了促进医学教育的国际交流，

希望培养更多国际医学生。但是，有些院校没有完全考虑学院所提供的教学条件，导致在后续的教学过

程中面临各种困难。尤其是在师资方面，没有考虑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师的英语水平，

以及留学生毕业后就业等问题。本文就八年来对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全英文授课的过程进行反思，

希望能引起教师同行的重视。希望通过提供更好的教学条件，能够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师，使医学留学生

在中国毕业后能够尽快地胜任当地的医疗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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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most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gun to recruit medical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to 
cultivate more intern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However, some colleges do not fully consider their 
teaching conditions provided at the early stage, resulting in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the subsequent 
teaching proces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eachers, they do not consider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teaching experience,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employ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gradua-
tion.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Neurology for foreign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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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eight years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domestic teachers. It is hoped that by providing 
better teaching conditions, qualified clinicians can be trained, so that international medical stu-
dents can be competent for local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gradu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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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医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成功发展卫生系统的关键[1]。近年来，短缺合格的卫生工作者已引

起全世界的担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老龄化，预计短

缺最严重的将是中等收入国家和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2] [3]。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世界有近 430
万卫生工作者短缺，其中，面临严重短缺的国家达到 57 个[4]。通过一个模型可以预测全世界对卫生工作

者的需求将上升到 8000 万人，导致 2030 年全世界净短缺卫生工作者可能达到 1500 万[2]。因此，在过去

的几十年，国内医学院校相继开始招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生，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外医学教育

的交流和弥补医师短缺问题[5]。医学部从 2005 年开始招收医学留学生，早期生源主要来自印度，就叫“印

度班”；后来招收的学生还有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改称为医学留学生。其中，第一届医学留学生的

《神经病学》教学由非医学专业外籍教师授课完成。由于外籍教师的离开，第二届开始医学留学生的《神

经病学》教学就委派给神经病学教研室来承担理论授课和后期的临床见习。由于先前没有开展医学留学

生的全英文授课的经验，教研室为了响应学院的号召，根据自愿参加的原则，选择几个教师进行集体备

课和试讲，初步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通过八年来对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

教学实践的摸索，教师和医学留学生的反馈，发现不少问题。 
与中国医学生一样，医学留学生也是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医学院校。多数医学留学生来自印度，巴基

斯坦，尼泊尔；少数留学生来自美国，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医

学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医学院校学习的门槛低，高中毕业就可以被录取；二是相比于

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医学院校学习医学的费用较低。三是中国医学院校承诺提供全英文授课，有利

于留学生在中国医学院校能听懂教师上课的内容。四是在国内医学院校毕业的留学生毕业证可以得到相

关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认可。虽然留学生绝大多数都能毕业，但是毕业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调

查发现印度目前的医师与人口比例为 1:1700，与目标比例 1:1000 有明显的差距[5]。激烈的竞争和难以承

受的医学教育费用促使许多印度人到国外寻求医学教育培训机会。许多毕业生后来返回印度，这些外国

医学毕业生必须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才能在印度行医。研究发现从 2002 年到 2014 年，在中国接受医学教

育培训的医学生人数超过其他国家，但只有 25%外国医学毕业生通过医师资格考试[5]。其中，在 2013
年有 9700 名外国医学毕业生未能通过医师资格考试进入印度临床实践。研究发现每年至少有 7500 名来

自外国医学毕业生因未能通过医师资格考试而无法获得行医许可[5]。这些研究报告同样说明培养医学留

学生中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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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英文授课内容和课时安排 

传统的《神经病学》教学，医学院校主要采用中文版的《神经病学》教材进行授课[6]。对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留学生开展全英文授课，采用中文版的教材显得不合适。考虑到大多数医学留学生都

会英语，但汉语水平有限；而且这些医学留学生毕业后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医疗工作，所

以，教研室选用英文版本的教材。目的是通过我们的授课使医学留学生能够与国外医学生学习的内容一

致。在 2012 年初，课程负责人全程参加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英文教学过程，获益匪浅。

在八年的教学过程中，采纳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使用教材。在前四年，选用由 David A. Greenberg，
Michael J. Aminoff，Roger P. Simon 主编的《Clinical Neurology》第五版(2002 年)教科书；在后四年，采

用由 Roger P. Simon，David A. Greenberg，Michael J. Aminoff 主编的《Clinical Neurology》第七版 (2009
年)教科书。教学内容根据学院安排的课时，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大课授课课时为 30 个学时。

内容包括：意识障碍(4 学时)，头痛和面部疼痛(2 学时)，平衡障碍(2 学时)，视觉障碍(2 学时)，运动障碍

(4 学时)，躯体感觉障碍(2 学时)，锥体外系疾病(2 学时)，痫性发作和晕厥(4 学时)，脑卒中(4 学时)，昏

迷(2 学时)和神经系统辅助检查(2 学时)。考前辅导 2 个学时，考试 2 个学时。经过八年的教学经历，发

现这本教材不仅适合于医学留学生的教学，而且对授课教师从事临床工作也是一本好教材。 

3. 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英文授课的教学方法 

考虑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留学生都是从高中毕业后考入医学院校，因此，教研室采用传统

的医学教学模式进行大课授课。为了培养医学留学生上课的兴趣和积极性，借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教

学模式，大课的授课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在授课过程中，教师通过讲解生动的案例或录像资料，吸引留

学生的注意力，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7] [8] [9]。通过对真实案例的介绍和讲解，一方面可以发挥授课教

师的临床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有助于医学留学生能够更直观的理解疾病的症状和在体检中发现的体征，

帮助留学生理解病情，提出可疑的临床诊断，以及为了确诊所需要做的辅助检查和实验室检查。通过分

析和总结病人的临床资料，培养留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病因和病理生理的理

解，对疾病的处理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根据病变的性质，推断疾病的预后和预防方法。这种教

学方法在国内外比较常用，主要目的是使留学生不仅能够理解和掌握神经内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而且

使留学生毕业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地区能够顺利通过他们的医师资格考试。 

4. 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英文授课的教学效果的评价 

为了鼓励医学留学生在大课授课后能及时对上课内容进行复习和掌握，参照国内医学生的教学评价

体系，教研室对留学生《神经病学》的教学效果的评价采用三次平时测评的成绩，每次 10 分，要求所有

留学生都要参与；授课结束后的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分。经过八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法是有

效的。通过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总体反映留学生在整个学期中掌握书本理论知识的情况，还可以帮助教

师了解留学生在授课结束后掌握当天教学内容的情况。这种评价体系还能激励医学留学生主动到教室来

上课，减少辅导员或班长每次在教室点名计算考勤。 

5. 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英文授课中教师队伍的建设 

与所有的教学一样，教师队伍在大学的授课中是非常重要的。教师教学水平不仅关系到教学任务的

完成，而且还决定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八年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变动很大。第一学年参与授课教师有

3 名(教师 A，教师 B 和教师 C)。第二学年增加 1 名授课教师(教师 A，教师 B，教师 C 和教师 D)。第三

学年参与授课教师又变为 3 名(教师 A，教师 B 和教师 D)，其中教师 C 出国 1 年。第四学年参与授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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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又维持 3 名(教师 A，教师 B 和教师 C)，原因是教师 D 不想继续参与留学生授课。第五学年参与授课

教师调整为 5 名(教师 A 和教师 E，邀请另一所教学医院的教师 2 名，以及 1 名已经毕业且留校从事教学

管理工作的留学生)，主要原因是教师 B 下乡工作 1 年，教师 C 已经出国。第六学年参与授课教师仅有 2
名(教师 A 和教师 B)，其中教师 E 在开学前告知因临床工作繁忙没时间参与授课。第七学年参与授课教

师重新调整为 5 名(教师 A 和教师 B，邀请另一所教学医院的教师 1 名，以及 2 名已经毕业且留校从事教

学管理工作的留学生)。第八学年对参与授课的教师做了调整，决定以另一所教学医院的教师为主，授课

教师增至 7 名(教师 A，邀请另一所教学医院的教师 5 名，以及 1 名已经毕业且留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

留学生)，主要是因为教师 B 已经到国外做访问学者。在这八年留学生《神经病学》的教学工作中，教研

室先后有 5 名教师参与授课。但是只有教师 A 作为课程负责人，每年坚持参与留学生的英文授课；而其

他几名教师都是毕业不久的博士生，没有英文授课的经历，无法每年参与留学生的授课。由于上述原因

使得每个学年教研室参与授课的教师无法确定，教学工作面临挑战。教研室不得不向医学院提出申请，

邀请另一所教学医院的教师，以及已经毕业且留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留学生一起参与授课。这种混合

的教师团队一起授课，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教学质量开始下降。其主要表现就是来上课的留学生越

来越少，留学生迟到早退现象明显。与此同时，两个教学医院教研室教师和毕业留校的留学生一起参与

授课，虽然解决授课教师的短缺，能够如期完成教学任务，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在集体备课、

教材选择、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考核评价的方式和标准，以及教学总结等方面都存在分

歧。 

6. 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的临床见习中的问题 

根据教学安排，更好的让留学生理解课堂授课的内容，教研室将留学生分成小组，分别安排到病房

见习。在临床见习过程中，发现留学生中文水平差，而病人不会英文，因此，留学生和病人之间无法交

流。在前四年的临床见习中，课程负责人几乎是处于半脱产的状态从事临床见习带教。在神经系统的诊

断内容中，分阶段给留学生看视频内容，再带留学生到病人床边手把手进行指导，直到留学生掌握常规

的神经系统检查方法。同时，观察常见疾病的症状和体征，辅助检查，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

有趣的是，留学生对临床见习兴趣很高，几乎都来参加。在随后的两年中，课程负责人因工作关系无法

在病房带留学生见习，教研室将留学生安排给不同的临床医师进行带教。由于临床医师需要完成繁忙的

日常工作，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给留学生进行讲解，再加上语言问题，导致临床见习教学效果很差，留

学生到临床见习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两年，愿意到临床参加见习的留学生寥寥无几。 

7. 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英文授课中的反思 

八年来对医学留学生《神经病学》课程的授课，以下问题值得反思。第一，选用教材《Clinical Neurology》
是比较合适的。这本教材主要是通过症状或问题为导向，循序渐进的讲解相关疾病的症状、临床表现、

临床诊断和治疗等知识。符合临床医师处理病人的思维模式，有很好的实用性。同时，这本教材也是芝

加哥大学医学院住院医师培训选择的教材[10]，适合于留学生教学用。第二，对教学内容和课时的安排以

及教学方法是合理的，符合当下国内外医学教育的授课方式。第三，八年教学暴露出师资力量不足是面

临的重要挑战。虽然临床教师都有丰富的理论授课经验，但是真正能从事全英文授课临床教师不多。尽

管年轻医师有科研能力，但是在理论授课和留学生带教的英文水平有待于提高。第四，希望能有脱产的

专职教师负责留学生的理论授课和临床见习，可以保证教学质量。做好教师队伍的储备和梯队培养，需

要学院能够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相关的教学交流学习，以提高教师的教学经验和英语水平。第五，

留学生参与上课的积极性不高，遵守课堂纪律较差是普遍的问题。招收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数来自亚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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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只有少数来自北美地区。尽管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和生活习惯并不一致。在八年

的教学过程中，发现留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很明确，自学能力比较强。但是，每次上课都有一半左右留学

生缺席，出现上课迟到或早退、其中迟到 15 分钟最为常见。学院为了规范留学生的考勤，派辅导员或班

长进行点名，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留学生能到教室听课。但同时也发现那些本不想来教室上课的留学生，

在教师授课时容易开小差，甚至影响其他留学生的听课。因此，有必要通过提供课外活动了解留学生学

医的目的，以及留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要求等等。第六，在八年的留学生《神经病学》全英文教学过程中，

督导教师到课堂来听课督导的情况要比到国内医学生课堂的少。原因可能是由于督导教师也没有留学生

教学的经验，或是由于语言问题而不参与。总之，为了更好的培养具有国际医学水平的医学留学生，学

院除了对外宣传开展医学生的国际教育课程，每年招收多少留学生外，还需要补充和完善教学相关的硬

件和软件。加快培养有胜任力的全英文授课教师和临床见习教师，需要学院和教研室的重视，提供必要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才可能培养出具有国际标准的医学生，使更多的医学留学生在中国毕业后能

够顺利通过当地的医师资格考试，尽快参与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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