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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是非常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实验教学作为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教师

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传统的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实验教学内容不够智能化、系统化和完整化;教学主

要方式也是侧重于教师进行课上讲解,学生作为被动接受知识的一方则缺乏主动思考的能力,欠缺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为了激发学生对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本文将积极探索创

新教学的新途径,致力于提高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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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hogenic
 

biology
 

and
 

immunology
 

are
 

very
 

important
 

basic
 

medical
 

cours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rse
 

teaching,experimental
 

teaching
 

requires
 

teachers
 

to
 

have
 

rich
 

experience
 

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The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
 

of
 

pathogenic
 

biology
 

and
 

immunology
 

is
 

not
 

intelligent,systematic
 

and
 

complete;The
 

main
 

way
 

of
 

teaching
 

also
 

focuses
 

on
 

teachers
 

explanation
 

in
 

class,while
 

students,as
 

the
 

passive
 

recipients
 

of
 

knowledge,lack
 

the
 

ability
 

to
 

think
 

actively
 

and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pathogenic
 

biology
 

and
 

immunology,and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ability,this
 

paper
 

will
 

actively
 

explore
 

new
 

way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devote
 

itself
 

to
 

improv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of
 

you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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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医学课程,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和应用性,并且越来越多的渗透在内、外、妇、儿、皮肤

病等临床医学各个学科之中,是一门推动整个现代医学发展的

重要学科[1],对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学基础

学科,能够为后续更深层次医学知识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病原

生物学与免疫学学科课时少,内容繁杂抽象,缺乏实验课引导

的情况下讲解困难,很难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知识点的融会贯

通,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在教学过程中面临极大挑战。如

何提高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学科的教学质量,需要青年教师积

极探索新途径,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围绕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

混合创新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应用进行研究。

此前受到疫情影响,线上教学得到了有效广泛普及,高等

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都充分意识到线上和线下相混合教学模式

的应用价值与意义,并通过应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获取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此基础上,青年教师可以充分

利用已取得成果的线上教学模式结合现实教学中学生缺乏实

验体验的实际情况,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型交互式教学模

式。

1 对线上教育模式的分析

当代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天生就带有网络“基

因”,青年教师也熟知互联网的应用,青年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熟

知并喜爱互联网这一特点,利用网络线上教学,探索适合学生

的教学方法,弥补线下教学的不足,提高教学效果。青年教师

可以通过制作慕课和微课的形式来满足学生线上预习课程的

需求,也可以录制视频课帮助学生回顾课堂内容,强化学生课

上知识点的记忆,将课堂中由于时间不足无法兼顾的零碎知识

点通过线上课程传授给学生。学生也可以在课下时间通过线

上平台找到老师答疑解惑,避免占用过多的课堂时间,提高青

年教师线下授课的教学效率。

青年教师还可以通过线上教育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教学能

力,利用网络便捷的特性实时与有经验的资深教师进行交流,

将教学中的疑点和难点逐一解决,及时改进教学方法。

2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交互式教学模式

2.1 可行性分析 基于疫情期间线上授课方式的良好推进,

学生和教师都深刻体会到线上教育的重要性和发展潜力,青年

教师通过不断尝试挖掘线上教育平台的更多使用方法,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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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及免疫学的课堂教学质量。在线下课堂中,教学用

具的更新换代也使课堂教学方法多样化成为可能。在学院现

有设施基础上,青年教师可以运用虚拟仿真系统开展实验教

学,设置实验场景,制作线上教学课件,指导学生进行线上线下

实验操作,帮助学生发现实验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实验教

学质量。由于青年教师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善于发现教学盲

点,能够熟练运用线上教育平台,并且通过自己独特的沟通方

式能够更好地和学生沟通交流,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互式教

学模式具有极大优势。

2.2 实施方法 新型交互式教学模式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迅

猛发展和学生对师生交流提出新要求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同时

也是对原有教学模式的创新与突破。青年教师通过病原生物

学和免疫学这一基础学科实践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互式教学

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渲染课

堂的学习氛围,还有助于青年教师和学生增进感情,满足学生

的个性化需求[2]。

线上教育知识点的划分要以学生为中心,遵循学生对知识

的认知规律,保持知识点的前后联系,确保知识点内容完整、结
构逻辑清晰;课堂教学内容要微型化、图文化,图文信息所呈现

的内容可以是一个知识点的精讲,也可以是一个例题的分析解

答,还可以是某个内容的总结,能够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对

图文信息的学习;将教材的内容消化吸收;设计教学内容时,界
面要做到简洁明了、一目了然,减少干扰学生学习知识的无效

信息[3]。线上教育的准备,需要青年教师在完成日常教学备课

的本职工作之余,利用课余时间查阅大量资料,潜心研究教学

案例,认真学习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模式的各项技能,精细打

磨教学方法。比如:将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慕课和微课等线上

课程应用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涵盖所有章节并配套习

题、PPT、教案、讲稿等的教学资料上传平台,以供学生们随时查

阅,还可以在线上组织学生课前预习、课后答疑、课后小测试

等,弥补了线下教学时间不足的缺点。为使学生学习内容更加

深入,青年教师可以结合临床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如新

冠病毒免疫机理及疫苗研发等,给学生课前推送与课程内容相

关领域的研究动态,为学生提供线上测验、作业布置、考试安

排、难点答疑、结果讨论等,令教学活动具有极大创新性,做到

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在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线下的课堂中,为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青年教师可以组织安排学生结队结组进行讨论,让学生的

学习过程从被动来到主动,从接受知识转变到探索知识,通过

同学们积极思考、多视角多层次地交流,拓展思路,培养科学思

维。基于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这门课程知识体系庞大,知识点

繁杂的特点,青年教师可以策划翻转课堂这种基于云课程、智
慧教学等模式的教学方式,使学习与实践统一起来,将学生们

学习中的重点难点梳理清楚,疑点盲点集中解决,在课堂中不

再赘述所有,将自主学习的权力还给学生,课堂上老师的工作

就是帮学生堵漏洞接活水,将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这门学科复

杂庞大的知识地图拼接完整,让学生们为日后其他学科的学习

打牢地基,夯实基础[4]。翻转课堂这种交互式学习模式不仅让

学生成为课堂活动的中心,展示了课堂中学生的个性和学生的

主体地位,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还兼顾所有学生

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结合自身情况有针对

性地学习,提高课堂效率[5]。翻转课堂的教学实施主要包括学

习任务设计、教学过程设计、教法设计、学法设计、课堂环境设

计、评估与测验设计等。在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课堂中将情

景教学方式也应用在线上课堂中,以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

知识为主线,通过互联网资源,搜集、整理与病原生物学和免疫

学相关的内容,将真实案例和历史事件以短视频的形式展现给

学生们,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6]。

青年教师们可以借鉴免疫学家拉尔夫·斯坦曼的获得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事迹来推进线上课堂的开展,

并采用多样化且具有可拓展性的教学方法,如“小故事+短视

频”的课程教学新模式。

为了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兴趣,青年教师可

以整理相关的视频和文字资料,并上传到相应的课堂讲解目录

中,附上资源简介,包含视频、照片、文字等多种形式的课程案

例集。此外,青年教师可以收集整理国内外时事热点扩展资源

库,实现生物病原学和免疫学与临床实践和日常生活的结合。

为了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青年教师可以从课前阶段开始

整理,并进行学情分析,以课程专业知识为主,立足于免疫学知

识相关医疗事故、社会热点问题等,将课程教学与思政元素相

结合。同时,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上传扩展资源,线上资源经

教师审核通过后,学生就能获得相应的平台奖励分值,促进学

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

在备课阶段,青年教师可以根据授课章节的教学目标、重
难点将准备好的教学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前上传相关的课程

视频、微课视频、课程各个章节PPT、Word文档、各种习题集,

为学生提前自主学习、线上课堂使用、课后下载复习做好资源

准备。

在课中阶段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多维互动,可以采用真实

的临床案例,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吸引

学生学习课程内容,并让学生认可自身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密

切相关。例如,在临床免疫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真实的临

床案例,如青霉素过敏性休克、肾移植后移植排斥反应的发生

机制及防治等,通过学生演示、汇报、质疑、讨论以及教师讲解、

点评、归纳总结、提问、引导等,帮助学生进行知识与技能的学

习和内化,课件可以运用直观、生动活泼的图片或者画面加入

动听的声音,给学生多重感官的刺激[7]。通过线上教育平台实

现师生、生生之间双向、无障碍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在线上平台

随时进行课堂测验,检查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8]。教师通

过与学生开展互动,观察识别学生的个性化差异,按照共性问

题重点讲解、特殊情况问题个别辅导的原则,有的放矢地调整

教学策略,在课堂中对学生学习效果及时做出反馈评价,确保

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演讲、辩论、角色扮演等教

学活动也可以充分实现教学互动,将知识点有效地融入课堂教

学中,如有需求也可以开展线上一对一辅导[9]。在线上教育平

台学生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学习,查缺补漏;通过教师布置的

课后任务对课上的教学内容进行反思、巩固、内化和拓展。教

师也可借助线上数据和课堂反馈进行教学反思与改进,针对性

地优化日后的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

在课后阶段,青年教师可以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此

次课堂效果的评价,以此来了解课堂的不足,加以改进。教师

在课后可以拓展教学空间,巩固强化和提升学生知识点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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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性。学生通过作业、拓展练习、学习平台测验等巩固知识

与技能。通过学生课前与课中的互动表现、课后线上测试成绩

等学情数据分析,教师可以评估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能

力,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分层、分阶段布置个性化作业。

如果有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实验条件,青年教师可以运用

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布置不同实验学习任务,录制实验指导的慕

课视频,设计线上实验比赛活动来激发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

以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实验练习,这使得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线上线下教学更加智能化、便捷化,以此提升课程整体教学质

量[10]。

与此时学生利用此类平台可以进行课下练习,根据实验任

务选择和运用相应的实验器材,开启录像功能,记录自己的实

验操作过程,方便学生后续查看自己的实验操作视频,明确自

身操作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升自身实验操作能力。

3 小结

青年教师是教师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积极探索教育教

学的新模式,致力于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他们采用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全新的优化,既能利用科学

技术突破传统教学中的难点,也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疫情的爆发使得线上授课成为教学的新常态,青年教师们

积极探索并应用交互式的教学模式,利用疫情期间线上授课的

机会,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与培养人才的需要相适

应。在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青年教师们不断地寻找教育

教学新模式,推动课堂的多元化、智能化、延伸化发展,力求培

养提供全方位、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总之,青年教师是教育教

学的生力军,他们的探索和实践必将为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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