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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病原生物学人才教育与培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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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给各大医学高校教学带来新的挑战,引发了新的教学变革。病原生物学科作为

研究生物学致病性及免疫性的基础学科,与传染疾病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背景下医学教育现状、

对病原生物学科的挑战,提出加强病原生物学科人才培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结合《呼吸道病毒》章节教学内容分析病原

生物学人才的教育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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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sweeping
 

the
 

world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teaching
 

of
 

major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triggered
 

new
 

teaching
 

reforms.
 

Pathogenic
 

biology,as
 

a
 

basic
 

discipline
 

for
 

studying
 

biological
 

pathogenicity
 

and
 

immunity,is
 

closely
 

related
 

to
 

infectious
 

dise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and
 

the
 

challenges
 

to
 

pathogenic
 

biology,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reform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pathogenic
 

biology,and
 

analyzes
 

the
 

educa-
tion

 

and
 

trai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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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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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hapter
 

“Respiratory
 

Vi-
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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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是重要的医学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主要研究病

原微生物与人体寄生虫的生物学特性及所引发疾病的诊断与

防治方法,涉及知识面广泛,与临床实践联系紧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给病原生物学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带来更多的挑战,我
们应积极采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培养更多具有创新思

维、社会使命感的新时代人才。

1 新冠病毒感染背景下医学教育现状

病毒作为地球上复杂多样化的微生物家族,随着人类行为

及环境气候的不断变化,病毒也在不断发生变异。从急性呼吸

道综合征冠状病毒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

的生命健康及社会经济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

1.1 全科医学人才匮乏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

见》,明确了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及培养全科医学人才的重要意

义。相关调查显示,发达国家全科医生与居民的比例平均为1
∶2

 

000-1∶2
 

500,而我国目前全科医生与居民的比例为1∶
4

 

531,全科医学人才严重匮乏[1]。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

类重大传染类疾病的挑战,全科医生作为面向基层与社区的综

合性医学人才,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全科医生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的爆发,凸显出我国缺乏

复合型全科医学人才,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体系不够完善,应

对突发传染疾病能力较弱。

1.2 人文道德教育薄弱 医学生教育除了专业知识课程,更
包括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危机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等,要

求医学生拥有较高的人文道德主义,是医学院校培养新型医学

人才的重点之一[2]。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场“抗疫保卫

战”中,要求医务人员具有勇往直前、临危不惧的民族精神。目

前,我国医学教育中针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比例较

低,多设置为选修课程,学生重视程度低,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

落后[3]。

1.3 公共卫生教育不足 有关研究显示,我国每千人口公共

卫生人员仅为0.63人,近五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公共卫生骨

干人才严重流失[3]。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重“治”而轻“防”,公
共卫生课程所占比重偏小、教学内容陈旧,医学生缺乏公共卫

生专业知识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管理[4]。

2 新冠病毒感染对病原生物学科的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作为新的病原微生物,病原生物学科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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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的防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对病原生物学科带来的诸多挑战,我们要与时俱进、勇于

创新,加强病原生物学科人才的教育与培养。

2.1 教学模式的改变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后,学校及

时进行防控封闭,学生无法进行课堂学习,学校组织师生通过

网络教学模式,进行直播、重播学习课程,实现“停课不停学”。

但网络授课同时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教师教学激情、学生学

习热情差,教学过程中沟通效率低、无法得到及时反馈,学生动

手能力实践能力弱等。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进入尾声,各地

医学院校已恢复线下课堂教学。但我们应积极反思,各大医学

院校应如何开展新型、高效的教学模式。病原生物学科具有理

论知识抽象、实验操作复杂等学科特点,我们可以开展线上虚

拟实验教学、VR技术教学、多媒体案例等多种教学方式相融

合,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以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5]。

2.2 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病原生物学课程内容与临床传

染性疾病相关,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重要桥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要求学生在病原生物学的学习中不仅要灵活掌

握理论知识与实验实践能力,同时要求学生具有更强的社会责

任感。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抗疫战斗”中,凝练了敢于斗

争、勇于担当的使命精神,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的天下精神等伟

大的“抗疫精神”,应将其融入病原生物学的教学中[6]。“抗疫

精神”等思政内容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
养学生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秉行“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以正确的思政价值鼓励学生主动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3 要求学生具有生态观、平衡观 微生物与人类休戚相关,

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转

换及人类环境与健康中具有重要作用[7]。病毒在生态系统中

主要负责分解,与人类处于共存发展状态。病毒具有生物多样

性特点,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持久斗争推动了人类科学的不断发

展。一旦病毒与人类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将会对人类健康

及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发现,

在病原生物学教学中,要求学生要认识到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

性,树立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

2.4 要求学生具有创新思维能力 在病原生物学科的传统教

学中,主要采用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的实践和思维能力得不

到有效培养,缺乏科研创新能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爆发初

期,具有传染性强、隐匿性高的特点,快速、灵敏、特异性高的早

期筛查方法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病原生物学在研究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调控机制、疫苗研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

具体教学过程中,可借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病例资料与病

原生物学相结合,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激发学生积极创新

的学习热情,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新型病原生物学科人

才。

3 新冠病毒感染背景下加强病原生物学科人才培养改革的思

考与建议

3.1 开展病原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2020年6月,教育

部印发关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中提出,

高校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医学类专业课程要

加强对学生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提升综合素养和人文素质,提

升依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8]。

3.1.1 收集素材进行教学设计,将思政课程融入理论知识教

学中 收集整理相关记录片及文献资料,结合热点时事案例,

发掘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将其融入病原生物学理论知

识教学中。例如,可以将伍连德成功控制东北鼠疫,齐长庆研

发“天坛株”,巴斯德发明“巴氏消毒法”等融入病原生物学概述

的教学章节中。借助钟南山院士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不惧

严重疫情于一线进行抗疫指导、中医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中发挥的作用等具体案例编写“抗疫”思政专题教学内容,培
养学生爱国情怀、坚定中医自信。

3.1.2 教学环节结合思政元素,将思政课程融入病原生物学

实验教学实践中 设计《最美“抗疫”人》《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中的优势与应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要经验》等
思政专题进行课堂教学,在课前预习、课中讨论、课后反馈环节

中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实验教学作为

病原生物学课程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重

要途径。我们可以将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案例及NDM-1超级

细菌融入细菌培养教学课程中,培养学生积极动手实践的学习

热情、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在以后的临

床实践工作中严格遵守抗生素使用原则,成为新时代优秀的医

学人才[8]。

3.2 开展病原生物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随着教

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不再依托于单

一的面授式课堂教学,借助丰富的互联网技术优势开展教学活

动,将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方式融合在一起,不仅可以有效完

成既定教学目标,同时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爆发期间,

各大高校均积极开展了线上教学课程。通过在病原生物学实

验课程中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方法,对比传统实验教学方式

具有诸多优势,能够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示实验过程,有助于学

生了解详细的实验步骤,通过多次反复实验操作,帮助学生更

加熟练的掌握学习内容[10]。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在

线课程平台及微信公众号发布和推送学习资料,帮助学生在接

受课堂教学前做好课前预习,以翻转课堂方式进行课堂案例讨

论,课后教师进行总结归纳通过网络平台完成课程测试。同时

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改善传统教学考核模式,结合学生在

线上线下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给予学生全方位的综合性评

价。

3.3 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的,构建创新型病原生物

学实验教学体系 自主学习能力作为信息时代培养学生能力

的核心和关键,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加强学生沟通表达能力,培养学生临床思维[11]。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凸显出应急医护人员缺乏、综合性全科救护人员不足等

诸多问题,对病原生物学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带来挑战。病原生

物学实验课程具有理论知识抽象、实验步骤复杂等特点,传统

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差,甚至产生厌学

心理。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们应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

目的,构建创新型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体系。从培养学生自学

学习能力出发,设计综合性新型实验,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

实验实践相结合,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帮助学生培

养创新思维。对实验教学内容进行重新整合,采用启发式教学



法、任务驱动式实践教学法、5G数码显微互动等优化实验教学

方法,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激发

学生主动学习热情、积极创新[12]。

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背景下病原生物学教学改革———以《呼
吸道病毒》章节内容为例

呼吸道病毒主要指通过呼吸道入侵,在呼吸道黏膜上皮细

胞中增殖而引发呼吸道局部感染或呼吸道以外组织器官病变

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空气及密切接触等途径进行传播,对人类

健康造成重大威胁,同时也是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难题之

一[1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作为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病原体

先前在人类中从未发现,可在复制过程中不断发生突变,呼吸

道飞沫及密切接触是主要传播渠道,临床症状以上呼吸道感染

症状为主,主要包括咽喉肿痛、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病毒》章
节教学存在知识点多、教学课时短等问题,应积极改革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效率。立足《呼吸道病毒》教学目标及课程特点,

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重点激励学生学习热情,实现知

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三个维度共同发展的教学效果。

可以将呼吸道病毒传播案例引入课程教学,如1968年香港流

感、2003年SARA病毒传播、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对呼

吸道病毒传播特征进行深入讲解,提升学生学习兴趣[14]。《呼
吸道病毒》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正粘病毒科、副粘病毒科、腺病

毒、风疹病毒、冠状病毒等,流感病毒的生物学性状是本章节课

程的重点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中应抓住重点、难点,合理安排课

堂教学内容,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辅助学生利用课前、课后

环节,帮助学生利用网络课程资源自学部分课程[13]。传统教

学方法主要以讲授法、作业法、讨论法等,无法调动学生学习兴

趣,新时代教学方法主要以启发式教学、非指导性教学、混合教

学法为主,建立以人文本的新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探索,提
高教学效果,从而达到保障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最终教学目

标[15]。

5 讨论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抗疫战争”中,凸显出医学人

才培养的众多问题。面对新的教学挑战及培养新时代人才的

教学任务,我们应该立足于全科医学人才匮乏、人文道德教育

薄弱、公共卫生教育不足等医学教育现状,通过分析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对病原生物学科的挑战,通过开展病原生物学课程思

政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创新型病原生物学实

验教学体系等教学方法改革,加强病原生物学科人才的教育与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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