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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医学课程教学的构建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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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激光医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探讨如何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的方法和措施，总结了教学

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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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辐射的量子理论》，文

中提出了受激辐射的概念，奠定了激光的理论基础，

!’-% 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开创了激光

新技术革命，!’-! 年激光器首次应用于临床，此后

激光技术逐步应用于医学各领域，其发展经历了 -%
年代基础研究、+% 年代临床研究应用、&% 年代激光

医学学科形成和以后的发展几个阶段［"］。!’&! 年

世界卫生组织将激光医学列为医学的一门新学科，

激光医学课程也先后在国内一些医科院校开设起

来。本文就该课程的内容和特点并结合我校教学实

际，探讨如何搞好激光医学课程的教学。

9 课程的内容和特点

激光医学是专门用激光技术来研究、诊断和治

疗疾病的学科，激光医学在临床应用范围广，精确性

高，副作用小，是临床治疗某些疾病的理想方法，在

医学科学和临床实践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9 #9 课程内容

! #! #! 基础理论

（!）激光技术基础：激光原理、医用激光机及器

件。

（"）激光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理论：主要通过激光

与生物体器官组织、细胞和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来

研究激光生物效应及作用机理。

（.）强脉冲光临床应用基础

! #! #" 激光技术及医学应用

（!）激光在基础医学上的应用：研究和诊断技

术。

（"）激光在临床医学上的应用：包括激光诊断和

激光治疗，激光诊断是利用激光单色性好的特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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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病理形态、病理情况下的功能及找出某些致病

因素等方面进行光谱分析。激光治疗技术有激光外

科术、激光理疗术、激光针炙术、激光内镜术、激光光

动力学术等。

! "! "# 激光安全与防护

! "" 课程的特点

（!）激光医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包含了

现代光学技术、电子技术、机械技术、现代医疗技术，

在临床诊疗时常需光纤内镜技术、超声技术和电子

计算机技术配合。

（$）以医为主，医、理、工相结合，学科交叉渗透。

（#）涵盖面广，不仅广泛应用于皮肤科、外科、妇

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内科、儿科、肿瘤等临床

各科 #%% 多种疾病，而且在诊断和基础医学中也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激光医学是一门中西医相结合的学科，它将

现代医学和古老医学融为一体。

" 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

" "! 课程组织形式

由于仪器设备缺乏，尚未开设实验课。目前只

组织了理论课、临床见习课的教学。

" "" 教学方法

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必须有相应的教学方法

为其服务，针对我校学生的理工基础较薄弱并且多

数学生以后将从事临床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渗透式

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

（!）渗透式教学：由于教学内容多，涵盖面广，

讲解难于面面俱到，有些内容也难于详细讲解。因

此采用杨振宁倡导的“渗透式教学”。在课堂教学

时，教师主要交待清楚基本概念、原理及来龙去脉，

而将学生一时弄不懂及具体的细节内容放至课后让

学生慢慢消化吸收。对于一些知识点，教师不必介

绍其数理推导的论证过程，不要学生刨根问底问为

什么，只要求学生知道其原理和现象即可。

（$）启发式教学：古代教育名著《学记》提出“故

君子执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教学中着重注意引导学生，启迪思维。例如，在讲授

低强度激光生物刺激作用的规律时，首先并不介绍

该规律内容，而是提供较多的关于不同剂量的激光

照射实验动物或治疗病人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引导

启发学生从中发现和摸索规律，然后教师再作归纳

总结。

# 课程的教学体会和改革尝试

# "! 教学内容的选取

激光医学课程内容多，跨度大，课时少，教学难

度大，因此在教学中根据激光医学课程的特点适当

选取教材的内容，建立起整体框架，并针对我校以培

养地方性临床实用人才为目标的要求，合理安排基

础理论和医学应用内容的比例，着重突出医学应用

部分，尤其是临床应用部分的内容。

（!）以点带面讲授基础理论：在理论的教学部

分，建立两个中心点，以点带面辐射开来。以激光为

中心的基础理论，包括激光原理与特性，医用激光

器；以生物组织为中心的理论，涵盖生物组织的光学

性质，激光生物作用机理。

（$）突出医学应用：安排较多的课时讲授激光在

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着重提醒和强调的内容：激光的安全防护。

# "" 教学安排

在分配各方面内容的比例时，首要考虑的是知

识面的宽广程度，其次考虑理论联系实际。课程总

学时数分配为激光基础理论在占 &%’，医学应用占

&!’，临床见习占 !(’。

为了既保证临床见习教学的效果，又不妨碍医

院的正常业务，临床见习教学分组进行，将 !)% 余人

分 * 大组，每大组又分为 # 小组，每小组约 !% 人。

每次 # 小组，在激光治疗室、手术室、病房轮流循环

见习，由工程技术人员介绍医用激光机的结构和使

用，临床医师结合各类病例介绍激光诊断和手术治

疗的情况。

# "# 教学的改革措施

（!）因材施教：因选修《激光医学》课程的学生涉

及一至三年级，涵盖临床、影像、检验、护理等专业，

而各年级的基础不同，各专业的要求也相异，因此针

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

和难点。

（$）教书与育人相结合

课程的学习不能仅单独视为理论、技术的学习，

而且应视为一种文化的潜化，素质的提升。不但要

使学生具备宽厚的基础知识，又要适应市场经济对

人才的需求，符合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方针。因此教学中兼顾传统

内容与现代化发展、基础知识的讲授与科学精神的

弘扬，将预备性、基础性、综合应用性结合起来。激

光医学发展过程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教学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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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地穿插一些史料，激发学生对激光医学的学习

和研究的热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例如讲授激光

器时，适当介绍我国激光的发展史，让学生了解我国

于 !"#! 年成功研制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仅比国际

上晚了一年多，到 $% 年代中期，研制出多种激光医

疗设备，目前我国拥有了国际最先进的激光医疗设

备，由此学生认识到我国的激光研究基本上是和国

外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又如在讲授激光的医学应

用时，概括性的介绍我国自 #% 年代所进行的大量激

光医学基础和临床研究情况，学生认识到目前激光

所治疗的病种和已治病例数量均居世界首位，以此

为豪。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教学的同时，也让学

生开展或参与科研活动。如指导学生暑期开展激光

医学科研，吸纳优秀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布置

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方向，撰写一篇具有

一定“研究”特点的论文等等。

（’）课堂教学与课外自学相结合：“最好的老师

是让学生知道他们自己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应引导

学生自学，通过设置问题，提供材料，指导学生查阅

文献资料，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教师在教学中可

将教材的有些章节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安排学生自

学，为达到良好的自学效果，教师可绘制教学结构

图，包括教学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给出比较系

统的知识框架［&］，帮助学生分清主次、抓住关键。

（(）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新学科的发展总是从

不规范到规范，由表层到深层逐步发展成熟的。随

着学科的发展，一些旧教材、参考书和文献就显露出

有些概念不够准确，一些提法欠规范，有些机理也不

明确甚至错误等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教师在教学

中及时纠正和更新。例如讲授激光参数时，突出易

混淆的“强度”和“能量”概念，指出当前一些文献关

于“低强度激光血管内照射”的错误提法，误称作“低

能量激光血管内照射”［’］。

（#）讲座：由于低年级学生的医学专业知识还

比较缺乏，对于激光的医学应用还难以深入理解，甚

至对有些内容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开展一些形式活

泼的教学活动是十分必要的，如讲座比较受学生欢

迎。根据患近视的学生较多，他们比较关心近视的

治疗，为此拟定激光治疗屈光不正的讲座，介绍准分

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与激光角膜表面切

削术（./-）。

又比如青年学生都爱美，对美容较感兴趣，于是

拟定激光美容相关内容的讲座等等。这样学生不仅

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也解决了自身遇到

的问题，可见有时改变教学形式，会收到良好的效

果，让学生在获取知识时“得来全不费功夫”。

! 结束语

开设的激光医学课程受到我院学生的欢迎，较

多的学生热情极高地选修这门课，通过运用合适的

方法和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激光医学》是一

门年轻的学科，还需要不断地从各方面改进和完善，

如（!）购置仪器，开设实验课。（0）自编或引进视听

教材，增强教学效果。（&）编写见习指导书，规范临

床见习，提供尽可能多的病例，丰富临床见习的内

容。总之，搞好《激光医学》的教学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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