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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培养科研创新思维能力的实践研究*

桂淑华**

(南京工程学院研究生处,江苏南京
 

211167)

【摘要】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作为医学专业的桥梁学科,也是医学院校的必修学科。但由于其内容抽象、逻辑性强,与

专业课程衔接弱,教学模式单一化,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差、学习效率低。随着新时代科技研究的快速发展,要求医学生

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应具备科研创新思维能力。本文通过分析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力的内涵要求与意义,

详细阐述了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力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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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hogenic
 

biology
 

and
 

immunology,as
 

a
 

bridge
 

discipline
 

of
 

medical
 

specialty,is
 

also
 

a
 

compulsory
 

disci-

pline
 

in
 

Medical
 

Colleges.
 

However,due
 

to
 

its
 

abstract
 

content,strong
 

logic,weak
 

connection
 

with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simplification
 

of
 

teaching
 

mode,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is
 

poor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is
 

low.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new
 

era,medica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the
 

ability
 

of
 

sci-
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re-

quirem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this
 

paper
 

expounds
 

in
 

detail
 

the
 

practical
 

path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of
 

pathogenic
 

biology
 

and
 

immu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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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内容主要由医学免疫学、医学

微生物学及人体寄生虫学三部分构成,是医学非临床专业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程,对学生进一步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具

有重要意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人类智慧的结

晶,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对
创新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科研创新思

维能力成为现代医学教育的首要任务。积极发挥人才作用的

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创新思维能力。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

不仅要关注学生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学习,更要注重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

1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主要内容包括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免
疫系统构成、病原生物及寄生虫基本概念、致病特性、危害方式

等[1]。分析教学现状,以期通过调整教学内容、优化课程标准、

改革教学方法等途径,结合实践能力和岗位需求综合分析,对
不同专业人才制定特色化教学方案,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

力。

1.1 课程难度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低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

课程作为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斜街的重要桥梁,是医学生基础

课程中最难学习的课程之一,具有内容抽象、理论深奥、知识点

零散等特点。尤其是医学免疫学,理论性强,概念枯燥、容易混

淆,要学习分子生物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等其他基础课程为

铺垫,被公认为较难学医学课程之一[2]。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部分学生反馈倍感学习吃力,容易生产消极心理,甚至产生厌

学心理。

1.2 与专业课程衔接弱 在传统教学中,基础课程和专业课

程往往各自为政,使得两者存在脱节等现象,对教学效果造成

严重影响[3]。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知识与学生专业实践

和岗位技能要求密切相关,但在实际学习中,学生很难将基础

知识与实践案例有效联系起来。教学内容结合专业特色和岗

位要求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医学专业的主要职责是成为“有

温度”的医学从业人员,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注重知识、技能

和素养的协调统一[4]。因此,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应结合

不同专业特色加强教学改革,促进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有效

对接,不断完善与加强,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有效

提升,培养出创新能力强、素质高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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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模式单一化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主要包括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内容。传统教学模式下,主要以教师的

课堂讲授为主,向学生灌输信息和知识的一种全程灌输式教学

方式,使学生在短暂的课堂时间内接触大量的信息和知识[5]。

教师既是教学的组织者,也是课堂的主导者,没有能够从学生

的具体情况出发,考虑其理解与接受能力差异化,从而达不到

预期的学习效果。与此同时,传统教学模式一般只利用幻灯

片、标本和模型讲解,很多教学仪器过时,不能与时俱进,与现

实脱节,使得教学过程枯燥,学生积极性差。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学习主动性差,无法培养浓厚的学习

兴趣。

2 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力的内涵要求与意义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呈现差

异化特点,从而对医学专业人才的综合实践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社会需要具有创新思维的新型人才来解决突发情况及新

型疾病,如何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能力,成为我国各个医

学院校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1 国外高等院校创新思维培养特点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既

培养学生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学习专业技能,也鼓励学生多方

面发展、整合创新,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以基础知识教育与科研能力培养并重为办学特色,设有专门的

实践创新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综合创新能力。与美国不同,欧
洲以专才培养模式为主要特点。巴黎中央理工大学作为代表

院校,采用独特方法对学生在不同领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素质

进行培养和训练。入学前两年重点培养学生的学科基础,然后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不同专业深入学习,不仅

保证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有助于专业间交流学习[6]。

2.2 培养医学专业学生科研创新思维的内涵要求 创新思维

以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为基本思维模式,属于综合性思维方

式,要求学生在医学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促进医学创新

意识的发展。在医学教育初期强化基础逻辑思维,扎实学习基

础理论知识,形成理论体系,掌握推理过程。后期加强非逻辑

联系经验、直觉的培养,应对实践中遇到的突发情况及难以攻

克的问题。很多医学创新发现都是通过直觉、灵感等非逻辑思

维获得的,例如著名血液病专家张亭栋通过非逻辑思维发现砒

霜对治疗白血病具有一定的效果,这项发现被医学界公认为屈

指可数的成就[7]。

科研创新思维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多向性、综合性、联
动性、独创性等,将医学理论与诊治手段相整合,多种思维形式

有机结合。医学生在临床实习中遇到特殊病例时,不仅要结合

理论知识理解病情,更要多向思考,灵活创新,根据患者本身情

况,调整方法,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医学生要利用好在不同

科室实习的机会,跟随不同指导医生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相融

合,减少误诊概率。学习过程中要积极创新,提出独特的治疗

手段与医治方案。学校要提供更多实验机会,以便学生能够证

实创新方案。

2.3 医学专业学生参与科研创新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可以将基础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

传统的课堂理论授课,使学生感觉枯燥乏味,通过进行科研与

科学创新活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不仅会积极查阅

理论资料、相关文献,更能够主动提高动手实践能力,从而为学

生提供一个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空间。参与科研项目,可以

使学生树立科研观,扎实实验技能,对考取研究生、进行进一步

深入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同时还可以接触世界前沿科技成果,

有机会学习国际高水平技术。通过参与科研创新活动,可以启

发学生发现更多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与解决方案,激发

学生的创新热情。

二、提高学生综合创新素质,使其具备更强竞争力。医学

生参与科研创新活动,提升自我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
仅可以提升个人科研素质,更能够培养团队合作意识,促进全

面发展。一个科研项目的完成离不开科研团队互相协作,甚至

需要不同专业学生共同参与,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学生创

新素质。科研创新能力已成为医学生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能够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对从医后的晋升和参与医学科

研活动都有很大优势[8]。

3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力的

实践路径分析

目前各大医学院校均已认识到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的

重要性,通过更新和完善医学知识框架,加强教学方法改革,进
行智能化医学实践及新型诊疗技术发展。通过多种实践路径,

大力培育富有科研创新思维的新型医学人才,健全创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具有跨时代意义。

3.1 增加讲授最新研究结果 医学免疫学作为年轻学科,发
展速度迅猛,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具有巨大贡献。医学免疫学在

医学和生命科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有18次之多的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光顾了免疫学领域[9]。德国科学家von
 

Behring和

同事发现感染白喉杆菌的动物血清中存在一种可以抵抗白喉

外毒素的物质—“抗毒素”,将这种能够中和细菌的抗毒素类物

质统一命名为抗体,并应用于临床来治疗白喉,为医学研究及

临床对抗疾病开辟先河,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10]。通过学习最新研究结果,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科研热

情与创新能力,培养刻苦专研的学术精神,为进一步学习奠定

良好基础。

3.2 改革单一教学手段,多种教学方法融合

一、PBL教学法与 TBL教学法。PBL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于1969年首次提出。PBL教学方法是教师提出问题

后,学生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围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的学习

过程。将PBL教学法应用于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可
以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力,并有利于养成团队合作精神。

例如学习超敏反应内容时,可以播放某些电视剧相关片段,设
计教学内容与剧情相联系的问题,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可以

更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TBL教学法(teambased
 

learning,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是基于PBL教学法基础上改

革创新的,以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教学模

式。可以将TBL教学法融入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组建课

题小组开展科学研究,师生互相合作,有效培养高素质创新型

人才。

二、类比教学法。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概念抽象,教学

过程中可以采用具体事物进行类比分析。例如以鸡蛋比作细

菌,学习了解细菌结构知识,用熟悉的事物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抽象概念。借助人体两臂呈现的特有姿势(T形与Y形),学



习免疫球蛋白基本结构知识。以肘、肩、胯、膝为界分为5个功

能区,肘至手为可变区(抗原结合区),用于捕获抗原,肩至胯为

补体结合区,便于激活补体,胯至膝和膝至足为通过胎盘和细

胞表面受体结合区[11]。使用类比教学法可以使枯燥、抽象的

知识变得生动形象,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习兴趣。

三、采用双语教学,提高学生专业英语水平。随着新时代

发展需要,医学生掌握优秀的语言能力至关重要。病原生物学

与免疫学的英文词汇和缩写较多,在授课过程中,部分课件采

用双语搭配,针对重点英文词汇进行英文测试。鼓励学生用英

文形式表达自己的实验结果及医学问题,提升自我英文阅读与

写作水平,从而培养适应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大学生,能够与国

际医学知识接轨。

3.3 设计综合性实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除了开展病原生

物学与免疫学课程中的传统实验外,可以选取部分具有可行性

的学生自主设计的实验。例如可以应用微生物学检测产品是

否安全,测试市场上的某些广告产品是否具有增强免疫作用。

以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症状为研究依据,设计可以从其痰液分

泌物中分离鉴定肺炎链球菌与肺炎克雷伯菌的方案。从肠道

感染和呼吸道感染患者的脓液与粪便标本中分离化脓性球菌

和肠道杆菌[12]。学生通过自己准备实验材料与器材,既可以

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还可以更深入了解实验的方法和原理,

例如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动物模型的制备和动物的饲养

观察,参加实验老师准备紫外线灭菌和药敏实验示教的准备工

作[13]。

3.4 开展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项目 鼓励学生参加“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建创新团队,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探索问题的科研创新能力。参赛过程

中,学生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融合自己的新想法,构建新的理论

结构,成为知识主动探索者,培养学生独立设计实验和科学研

究的习惯,多方面的创新能力都可以得到有效锻炼[14]。通过

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进

行科学实验,提高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可以指

导取得成绩的参赛学生,总结自己的实验项目,撰写科研论文,

提升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创新意识。不能参赛的学生,鼓励其多

参加校内的学术活动,参观开放性实验室,为继续深造奠定理

论基础。鼓励医学生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通过定期交流、各
抒己见,使学生面对问题可以进行多元化思考,有利于提升专

业技能,锻炼团队协作及组织协调能力,积极解决科研困难,高
效完成科研项目[15]。

4 结语

21世纪是科技竞争的时代,医学事业随着科技进步与知识

创新快速发展,如何培养具有科研创新思维能力的新型人才,

成为各大医学院校的首要任务。通过推进医学生培养制度的

改革创新,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活动项目,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具有内容多、难点多、

应用广等学科特点,授课教师应积极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促进

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出更多优

秀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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