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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听课环节是促进教师自身成长、提升课堂育人成效的重要一环，在各层次学校中被广泛应用。针对不同教

师同上一门课程的情况，如何利用听课进行课后反馈与提升，是利用好这一重要环节的关键所在。本文在

大量跟班听课的实践基础上，从听课后的问题出发，探讨在授课过程中出现重要知识点和典型案例交叉重

叠的情况时，可以在集体备课时采取合理编排及深挖应用的策略，进而实现以听促教这一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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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ending cla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eachers’ personal growth and enhanc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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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which is widely adopted in schools at all levels. The key to making good 
use of this method, especially for those lessons taught jointly by multiple teachers, is how to use 
listening to provide post-class feedback. This article, based on extensive practice of attending clas-
ses, discussed a strategy of reasonable arrangement and deep application during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when important knowledge points and typical cases overlap during the teaching pro-
cess. Through this strategy, we hope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listening promote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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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互听课，指的是大学教师听取其他教师的讲课，由此分享不同的经验见解和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把

握，相互学习促进，进而促进大学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提升，推动大学教学的学术性建设[1]。 
广义的同行相互听课，或者说互助听课包括三个环节：课前会议(表现为集体备课中授课教师说课，

听课教师辅助补充的形式)、课堂观察、课后会议[2]。我校在教学实践中，设定了每学期初教研室集体备

课、开课阶段学校/院系督导专家跟班听课等环节，对于提升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督促作用。但另一方

面，考虑到督导评分和意见存在收集反馈过程，上述规定的教学动作对于“课后会议”这一环节稍显滞

后；此外，督导专家主要开展监督评议工作，更多是从宏观方面在教学理论和方法上为授课教员提供指

导意见，指导不具有连续性。所以，对于由教研室主讲的课程，组织本教研室教员跟班听课，不仅能及

时从更微观的角度把握课程实施中的问题与不足，更能形成弥补不足的连续性与持续性，从而更好地达

到教学效果、促进教师成长。 
以我校预防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生的主干专业课之一的《军队环境卫生学》为例，在课程设置上，

该课分为绪论、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基础、重要环境污染物及环境疾病、空气卫生、室内小气候及空气

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水体卫生、土壤卫生及垃圾处理等在内的理论部分以及气象因素测定、水样采集与

三氮测定、消杀灭基本设备及应用等实验部分；在授课方式上，该课由我系海军环境与劳动卫生学教研

室多名教员根据自身专业背景及研究方向分章节授课。经过较长期的跟班实践，本文关注到《军队环境

卫生学》在课程实施方面存在着两类关键问题并由此提出策略建议，以期为课程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思路。 

2. 课程实施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2.1. 不同授课节次重难点交叉重叠 

授课教师依据自身专业背景及研究方向分章节授课确然在很大程度上能确保课程内容更具专业性，

但由于授课章节均归属到该专业课程，在重点知识及内容上就难免会有交叉性。以“空气卫生”和“室

内小气候及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这两节课的教学重点为例(表 1)，从教学大纲以及跟班听课的情况来

看，两堂课的教学内容存在一定重叠交叉，前者的涵盖面更广，是从整体上把握防治空气污染的举措，

而后者则是从更细化更具体的角度结合我海军生活和作业环境进行教学。在实际的教学实施环节中，两

位教员在授课时虽有意从不同角度处理该教学重点，但在对湿度这一空气卫生评价指标开展理论讲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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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例证时，不免会让学生对于这一知识点的重复出现存在困惑，甚至会因为其重复出现而忽略其

重要性，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Table 1. Comparison of teaching focus between “air hygiene” and “the impact of indoor microclimate and air pollution on 
health” 
表 1. “空气卫生”及“室内小气候及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课程教学重点对比 

序号 
课程名称 

空气卫生 室内小气候及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1 气象因素对健康的综合影响与评价指标 室内微小气候的评价、对人体生理指标的影响以及卫生要求 

2 
室内空气卫生评价指标及室内 

空气污染的防护措施 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特点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3 / 室内有害气体的防护以及处置原则 

4 / 室内空气卫生状况的改善措施 

2.2. 教学案例“一案多用” 

《军队环境卫生学》的课程总体目标是通过教学，学员能够正确认识环境因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进一步强化预防为主的理念，了解军队环境卫生学在我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环境卫生学是维护和

提高部队作战(作业)能力的重要保障这一专业信念，同时，掌握发现和解决部队平、战时各种卫生学问题

所必须具备的卫生学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今后从事军事医学各个领域的工作、尤其是开展军队环境卫生

学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通过跟班听课发现，在理论授课时，各教员为实现以上课程目标，在实际教学中

都采取了案例式教学的方式，以期通过一些历史上著名环境卫生事件、时事热点事件的环境卫生视角等

激发学员学习热情，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实际案例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助力其树立献身国防事业

的信念与精神。 
从跟班听课的“重要环境污染物及环境疾病”和“土壤卫生及垃圾处理”两节课来看(表 2)，前者在

讲授汞、镉、铅等作为污染源时使用到了“镉大米”事件这一案例，而后者因为该事件同属土壤污染典型

案例的原因也在课堂上进行了“镉大米”(虽然为不同省份和年份事例)举例。同一案例(同类型案例)的重

复使用，学员容易产生“炒冷饭”的直觉感悟，不容易再次置身事内。 
 

Table 2. Case-study comparison betwee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nd environmental diseases” and “soil sanita-
tion and waste management” 
表 2. “重要环境污染物及环境疾病”和“土壤卫生及垃圾处理”使用案例对比 

序号 
课程名称 

重要环境污染物及环境疾病 土壤卫生及垃圾处理 

1 美国拉夫运河事件 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镉污染事件 

2 日本水俣病 浙江长兴 500 名儿童血铅中毒事件 

3 日本痛痛病 甘肃铅污染事件 

4 2013 年全国镉大米事件 河南“镉麦”事件 

5 美国 2023 年氯乙烯泄露事件 河北无极倾倒废液事件 

6 越南战争橙剂铅中毒事件 江西“镉大米”事件 

7 云南宣威肺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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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及建议 

3.1. 通过课程教学计划合理布局重难点 

实际上，教学内容的交叉重叠不可避免，“教无定法，贵在得法”。针对这一现象，如果能在总体

教学设计时针对重点知识或要点进行合理分配，做到难点讲透讲明、重点重复强调、关键技能融会贯通，

不仅能避免学生的困惑，更能让学生在重复出现这一现象中获取更多知识。以湿度评价指标为例，可以

根据教学班次的授课顺序，在实际教学时由其中一名教员主讲其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整体把握该指标

在一般情况下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同时以东西部、南北方等我国地理划分为例证；而另一名教员则重点

讲授该指标在海军舰艇、岛礁等特殊小气候下对官兵健康的影响，虽然湿度在不同的课上重复出现，但

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实际应用上是存在着区别的，这就有效避免了重复之困。 

3.2. 案例式教学“远近高低各不同” 

仍以“重要环境污染物及环境疾病”和“土壤卫生及垃圾处理”这两节课为例，“重要环境污染物及

环境疾病”的课程目标一是熟悉环境污染性疾病的概念及特点，二是掌握汞、镉、铅的污染来源、流行

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标准及防治措施，三是识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概念及特征；“土壤卫生及垃圾

处理”的课程目标为理解土壤的卫生学意义，掌握土壤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生

物性污染对健康影响。因此，基于不同的教学目标，在案例选定时应当合理选择切入点，如“镉麦”、

“镉大米”事件在“重要环境污染物及环境疾病”中应更加侧重疾病方面，重点把握该污染物的超标对

人体、人群健康的危害程度和流行特征、转归等；而在“土壤卫生及垃圾处理”中则应更加侧重污染来

源和防治方法，重点把握该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富集过程和治理办法等。此外，在案例设计中，还需深挖

细节，多做方案预案，可以留白留疑问，活跃课堂，如针对美国俄亥俄州火车脱轨事故进行案例式教学

讨论时，这一事件中的泄露情况、物质转化过程、处置措施选择、周围动植物和人群急慢性症状等均有

新闻报道，在设计中就可以从处置措施是否存在“电车难题”、氯乙烯、光气、氯化氢等污染物成分分析

和转化关系等角度设计，通过多个独特视角开展圆桌讨论等。当然，案例式教学的意义在于其生动性和

实际性，案例选择还是应尽量避免重复，但如果某个案例具有重复提及的必要，那么，从具体课程目标

的角度对其加以使用便显得有意义了。 

3.3. 跟班听课反哺集体备课 

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很早就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倡导要勤于向他人学习，而唐

代著名思想家韩愈更在《师说》一文中明确提出要“不耻相师”。集体备课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将

教师聚集起来为更好提升教学实效而采取的行为，并且，这种方式还能促进教师智慧的迸发以及自身专

业的发展[3]。所以，作为统筹安排课程教学设计的过程，集体备课也是一个“相师”的过程，而跟班听

课后的反馈无疑为“相师”提供了大量的案例与素材，如前文提到的两个关键问题以及其他潜在的教学

实施问题都可以纳入到集体备课中进行统筹和讨论解决。 
首先，集体备课需要研讨和统筹各章节的授课内容尤其是重要知识点。“教无定法，学无定式”，同

一个环境卫生的问题和对象，不同的老师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教法。在集体备课中，老师们可以对于同

一问题的不同教法与学法进行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在比较和鉴别中将重点放到最契合的场景。其次，

集体备课需要研讨和统筹案例示教等教学方法和思政元素，集体挖掘历史重点事件和当前热门事件中的

本学科问题和政治内涵，在教研室内首先形成统一思想，这在后续教学实施环节中就能确保方向、突出

重点，让引用的案例富含课程特色、蕴含科学问题、体现政治内涵。最后，集体备课应当更加灵活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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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预防专业，当发生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政策指南发布、贯彻上级重要指示等特殊情况下，需要及时

在教研室内择机开展集体备课，研讨和统筹相关内容的融入内化，使课程随上随新。 

4. 总结 

美国教育学家舒尔曼在“Taking Learning Seriously”一文中明确指出，并不是所有运用心智的活动都

是学术，要成为学术，它必须是公开的，即学者必须将其心智活动的成果公开，与同辈共享；而且，一种

学术成果作为整个学术社群的共同财产，必须经得起学术社群的批判性的检验[4]。大学的课程与教学，

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产品，它必须包含一定的科学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与科学方法，同时也体现

一定的科学成果，作为一门教研室承担的主干课程，需要群策群力，发挥集体智慧，以学术研讨的标准

和流程，反复推敲，逐渐打磨，才能与学员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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