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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的持续大流行给我国的留学生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提出在基于

成果的教育方式(OBE)下开展我校MBBS专业留学生教育。本文从基于OBE概念的我国MBBS教育的发展，

如何基于OBE概念提高教师的在线教育能力以及采用“在线 + 离线”的混合教学模式开展MBBS留学生

教学等3个方面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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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going global pandemic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has posed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our country. We propose to develop MBB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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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under a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pproach (OB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BBS education based on OBE concept in our coun-
try, how to improve teachers’ online education ability based on OBE concept, and how to use “on-
line +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to carry out MBBS teaching oversea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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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9 年至 2022 年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的持续大流行，我校的留学生教学模

式转为线上模式和线下模式的混合模式教学，这给我们的留学生教学带了巨大的挑战[1] [2]。2020 年 6
月中国教育部发布公告，强调疫情期间需要保证教育质量，并同时提及留学生教育也需要保持原有的教

学质量[3] [4]。要求虽然教师无法面对面地教学生，但必须保证教学质量，以确保中国医学教育的声誉和

竞争力[5]。 
基于成果的教育方式(OBE)由 Spady 于 1994 年提出，倡导实施基于能力的教学活动，学生通过学习

获得结果，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专注于能力获取[6] [7] [8]。医学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应用专业[9]。为了获

得医学知识，学生接受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基本培训，并培养识别病因的能力和疾病的发病机制[9] 
[10]。OBE 强调能力培训，其核心是在 OBE 概念指导下的教育“产出”[11]；MBBS 教学改革的探索旨

在将能力培训纳入专业教育和实习过程中，培养高质量应用医学人才。虽然在中国的国际学生来自世界

各地，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但他们的态度和对医学的理解都是一样的[12] [13] [14]。
目前我国各家医学院/大学均越来越注重提高国际本科教育的质量，OBE 概念贯穿整个过程[11] [15] [16]。
在新冠疫情期间，学校适时进行了许多相关教学方法的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2. 基于 OBE 概念的我国 MBBS 教育的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宣布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进入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每年都在稳步增长[17] [18]。目前中国已

成为亚洲地区接受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9 年我国留学生中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学生占总数的 54.1%，其中选择主修 MBBS 的学生人数最多[19] [20]。但由于刚开始时各高校

对 MBBS 的关注不够，医学院和附属教学医院的条件和教师质量参差不齐，我国的 MBBS 教育经历了一

个“标准化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率”的战略过渡期[21] [22]。各医学院积极探索 MBBS 教学改革，在 OBE
概念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能力培训纳入专业教育，并为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医学人才提供支持。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各地医学院均实行“停课但学习继续积极地开展”的措施。但由于

早期的在线国际教育平台和手段均较差，无法开展有效的在线教学[23]。在中国新冠病毒流行得到了有效

控制后，课程教学也逐渐恢复，进而转向“在线 + 离线”的综合教学模式，即校园里的留学生回到教室

里上课，而中国境外的学生则同步采取在线学习模式[24]。 
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困难。首先，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统一教学平台的使用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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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境外的学生面临着时差的问题，他们更容易缺勤和迟到[25]；再次，某些国家的留学生缺乏可

靠的网络设施，特别是某些非洲国家的学生由于无法获得可靠的网络而只能使用移动数据，由于移动数

据网络成本高昂，他们上课的意愿也大大降低。其结果是上述留学生通常无法参加在线课程或登录平台

观看视频、完成家庭作业、参加测验和完成其他任务[26]。 
中国境外学生参加实验课程的学习效果也不佳，且无法参加实习工作。我们的实验课程按计划通过

“直播”等进行授课，但观察和操作是主要的课堂活动。尽管我们的老师们很专业准备了大量材料和详

尽的解说内容，这些医学实验课内容不经实验操作很难使学生获得直观的感触和理解[27]；此外由于直播

软件法律上的要求(伦理道德问题)，无法为局部解剖学、外科学和诊断学等课程提供合适的视听材料。因

此，中国境外的留学生对此类课程非常不满意[28]。  
根据我校 MBBS 的教学方案，学生从第五学年开始临床实习。学校会安排他们去附属医院实习，这

是绝大多数留学生最为期待的学习旅程之一[29]。在附属医院实习过程中学习到的内容将为这些留学生毕

业后进入医院工作奠定基础[30] [31]。然而，对于尚处于在中国以外的留学生来说，按计划进行临床实习

变得不可能，而我们也缺乏解决的方案。 

3. 地区医学院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对变化的回应在 OBE 概念下提高教师的 
在线教育能力 

考虑到热衷于积极提问和广泛研究是 MBBS 专业留学生的共同特点，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通过教

学改变形式、提高知识转移效率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权等措施，有机地整合教学和独立学习[32]。我们

采用的教学方法包括基于团队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等。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参与

理论教学的教师均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33]。这些教师大多数都有着在英语为母语的国

家学习 1 年以上的经历。实验课教师也都是具有中级职称或更高级别的临床医生。与此同时，我校还开

展了授课教师的分级培训工作，以提高教师的在线教学能力，包括教学技能、外语能力和使用多媒体技

术的能力。学校还会定期邀请其他知名学校的专家进行现场授课以供我们观摩，并广泛地提供与国内外

一流大学使用和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分享名校的优质教育在线资源，并使用我们能够获得知名专家

的指导。我们的教师坚持采取集体备课制度并定期开展示范课教学，以增强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此外，

教师还可以通过增加与留学生视频互动的频率，了解学生的态度，并根据留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反思教学

中的不足。 

4. 教学中采用“在线 + 离线”的混合教学模式 

混合教学模式是我国高校普通采用的教学模式。但我们认为应尽量使用统一特定的在线教育平台，

不仅可以尽可能减少来自在线平台的学生的焦虑，也可以减少教师在使用中的焦虑[34]。 
例如在局部解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应提供视频以解释整个解剖学过程和内容，然后通过提问进行

教学。虽然在线实验教学类似于线下实验课，但就理论知识、解释过程和视觉观察、实际实践培训、知

识获取过程和多感官经验而言，并不能完全替代课堂教学[35]。因此当新冠病毒疫情一旦结束时，应该尽

早开展课堂教学，以弥补在线教学的不足。对于实习，患者角色扮演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可以用于弥

补临床实践机会减少的不足，也是一种有效的面对面的教学模式[36]。我们教师在教学中还必须承担向学

生传达医疗技能和道德重要性的责任，以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能力感。 

5. 总结 

在线教育符合 OBE 概念，尽管与线下教学的模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因此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让

学生获得知识、掌握技能和获得专业知识。在线教学模式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形势下重新启动我国 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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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要方法。自在线教学实施以来，我国各地医学院均获得了一定的资源和经验。然而这些资源和

经验是远远没有满足高效有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增加在线教育的探索和改进仍是必要的。在线教学经

验不足，课堂条件差，实验教学困难对于在中国以外的留学生来说，是各地医学院遇到的常见问题。新

冠疫情刺激了医学教育的改革，在线教学则是一个强大的加速器。各地医学院通过总结在线教育的经验

和教训，进一步改进教学管理系统，调整战略加强教学改革的协作，为建立新型国际留学生在线教育模

式做好准备，以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国际 MBBS 教育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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