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的本职工作就

是教学，作为一名教师，

首先要对得起这个良心

活。我不觉得教学工作会

影响到科研，为教学花时

间是必需的，也是很有意

义的，一定要把最好的课

堂带给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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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思延：教学工作是“良心活”

如果说上学时选择流行病学这一

学科仅仅是觉得“有意思”，而此后将

流行病学“做深做精”“做出门道”，则

体现的是詹思延骨子里对知识的热爱

和孜孜以求。

“当年，我上大学时，对流行病学

理解程度远不如现在，只知道这是预

防医学专业的主干学科。而且考研究

生的时候觉得导师连志浩教授特别

好，于是就结下了这种缘分。”如今，詹

思延已经执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担任院长一职，同时还兼任重大疾

病流行病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智慧公众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循证医

学中心副主任及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

究中心主任。

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的起点

詹思延表示，流行病学是一种非

常有特点的群体科学，是一种思维模

式。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五大卫生”都

离不开流行病学，可以说，流行病学是

研究疾病的起点。

通过流行病学数据了解疾病的分

布情况以后，下一步就需要知道是什

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分布，接下来

就去做分析，研究如何对这些影响因

素进行干预、评价。“因此流行病学因

果推断的逻辑性非常强、逻辑链非常

清晰。流行病学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是一种哲学。”詹思延说。

正是基于流行病学逻辑性强的学

科特点，詹思延特别注重在教学上引

导学生主动思考。

“流行病学教学的重点并不在于

记忆多少知识点，而是要掌握其经典

的思维方式与核心逻辑。所以在教学上

应重视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先把一

个案例或者问题抛出来，让同学们讨论

如何一步步地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

给他们讲这个问题实际是如何被解决

的，让同学们思考如果自己来做，还能不

能做得更好。”詹思延说。

目前，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流行病

学教学，拥有一套独具特色的课程体

系。“因为我们并不只是一门课，而是

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詹思延说。

比如，他们对本科生就有许多不

同方面的课程，针对低年级学生开设

了疾病侦探学，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

流行病学的原理方法、思维逻辑；在本

科高年级，有正式的流行病学课程和包

括大量案例讨论的课堂实习，很多对流

行病学感兴趣的学生也会从这个阶段开

始参与课题组的科研实践。

而到了研究生阶段，相关的课程

就更多了，包括讲基本理论与方法的

流行病学（Ⅰ）、讲研究设计与实施的

流行病学（Ⅱ）等。

教学是良心活

谈到教学工作，詹思延将其比作

良心活。“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对得起这个良

心活。我不觉得教学工作会影响到科

研，为教学花时间是必需的，也是很

有意义的，一定要把最好的课堂带给

学生。”

在教学初期，詹思延并没有形成

自己的教学风格，积极主动地学习、模

仿是詹思延从事教学工作初期的主要

模式。

“我刚毕业的时候还只是个助教，

主要是在前辈老师的带领下完成教学

工作。我会在集体备课、教学观摩的过

程中去观察、学习其他老师的教学状

态、教学方法。”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詹思延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2000 年，循证医学的概念刚刚兴

起，她在医学部最先开设了这门课。由

于课程是第一次开设，没有他人的经验

可以借鉴和模仿，只能自己慢慢探索。

“我采用了讨论互动式的教学方

法，将相关材料及文献提供给学生进

行学习和小组讨论，之后由学生上台

来讲，老师再作点评。”这在当时是一

种非常新颖的教学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詹思延的教学

方式也在继承中发展，在探索中创新，

尤其是现在“00 后”已逐渐成为高

校学生的主体，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

非常快，渠道也非常多。老师在讲台上

讲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在下面“检

索”了。

面对这样的学生，詹思延认为，只是

照本宣科地给他们讲那些网络上就能得

到的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一定要带给他

们这个学科最新的知识和进展，让他们

了解近期最热门的研究方向。

因此，每次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

授流行病学时，詹思延一定会提前备

课，准备最新的国际或国内流行病学

方面的案例、理念。

另外，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学生获

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很杂，获得的信息

量更大，教会学生如何批判性地吸收

信息尤为重要。

“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我会告诉

学生，其实老师讲的也不一定都对，

我上学时所学的内容，有些可能现在

来看就是不对的。”詹思延每次带学

生看文献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先去

思考这篇文献的不足，然后再去看文

章的讨论部分里说的跟自己想的是不

是一样。

当然，不管知识迭代如何迅速，詹

思延一直认为，“三基”（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在本科教学中仍然

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根本出发

点，也是立足点。

思维碰撞迸发灵感火花

关于如何拓展科研思路，詹思延

特别推荐同学们通过多交流、多沟通

的方式启发灵感。这里的交流不限于

组内的课题讨论，要扩大到系里、院内

甚至学院间的沟通学习。

“这样更有利于高效了解学科内

的前沿进展，甚至挖掘因师兄师姐毕

业等原因而搁置的有价值的课题；同

时也可以对其他学科进行初步了解，

在遇到涉及其他学科方法的问题时，

能及时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咨

询，交叉学科间的思维碰撞更有可能

激发一些新的灵感产生。”詹思延认

为，只有多交流，才能将前沿信息和科

研资源有效地收集、利用起来。

詹思延回忆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

士时，每周二中午都有全院研究生汇

报会，涉及流行病、职业卫生、统计、家

庭医学等所有专业，研究生在文献综

述、开题、中期、结题等多个环节都要

进行汇报。很多老师也来听会，从不同

的角度予以指点，不仅强化了对研究

生的科研训练，也促进不同专业师生

之间的思维碰撞。

“这样的交流方式开放、新奇，使

人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收获颇丰。”

詹思延表示，那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参

加学院和医院的各种学术午餐会，可

以边享受美食边进行交流。此外，香港

中文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且每个

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除了学习专

业知识，还能阅读大量的人文书籍，以

开阔眼界和丰富思路。

如今，走过芳华，扎根北医。詹思

延见证了北医的繁荣发展，更在北医

的见证下育己培人。在“以身作则，鱼

渔双授”的教学理念下，她教之以术，

树之以德，不仅培养了具有良好学术

品德和修养的医学人才，更向社会输

出了具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的栋梁之材。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因黄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