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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背景下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新型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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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结束,各大高校已恢复正常教学工作。本研究从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特点及教

学现状出发,通过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给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带来的新挑战,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背景下病原生

物学与免疫学新型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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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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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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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universities
 

have
 

resumed
 

normal
 

teaching.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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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ic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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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是一门与临床医学、诊断学和护

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的基础医学课程,是当代生命科学与医学

的前沿学科,是架起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桥梁。在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初期,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

发展教育部要求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教学工作,保障“停课

不停学、停课不停教”。自2023年1月8日起,我国解除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得到恢复,师
生们重新回归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

对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带来的挑战,如何进行新型教学模式改

革,值得思考和探索。

1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

1.1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特点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

程由免疫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三部分组成,是一门主要面向

护理等非临床专业医学生的一门基础医学课程,与临床医学、

诊断学和护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学好、掌握病原生物学的知

识为今后医学生进入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病原生物学与

免疫学课程是临床医学和生物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当代

生命科学与医学的前沿学科,为基础理论向实际应用的过渡与

延伸起到重要铺垫作用,是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的桥梁和

纽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要求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

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关注与临床相关

病原生物学的病原诊断和检验实践操作[1]。病原生物学与免

疫学主要由理论课和实验课组成,以形态学为主,涉及范围广、

涵盖知识量大,与临床中各种感染性疾病密切相关,内容抽象

难懂、知识结构松散、易混淆不便记忆,学习难度较大。病原生

物学与免疫学课程作为一门涉及生物安全的学科,新型冠状病

毒、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等,也是学生需要学习和掌握的重

点内容。

1.2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教学现状 传统的病原生物学

与免疫学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为主体,这种“灌输式”教学模式

无法激起学生学生兴趣,容易让学生走上应试学习的道路,为

了“考试”而学习,有的甚至产生厌学心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

中,教师主要利用挂图、标本、模型及幻灯片等进行讲解,课程

气氛沉闷,同时很多教学仪器陈旧、过时,容易造成学生的知识

结构与现实脱节。同时,很多高校病原生物学实验室无法从事

高致病性病原生物学实验活动,同时为了防止发生公共事故、

造成病原意外暴露,大量删减了许多高致病性、强感性的实验

内容,学生的专业视野拓展受到影响,严重影响了病原生物学

实验教学质量的提升[2]。目前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教学

面临的问题。

1.2.1 学科难度大、教学模式单一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作

为一门免疫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三部分组成的复合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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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本身单调乏味、理论知识理解难度大,学生无法对三门学

科内容进行有效整合理解、掌握。授课方式主要以幻灯片形式

进行,师生互动不佳、课程效率低下,学生被动接受理论知识的

灌输,无法有效提升其学习能力和实践技能。

1.2.2 受多种因素制约,许多病原生物学实验无法实操 传

统的病原生物学教学中,主要以教师教授理论知识为主,学生

通过实际操作、观察结果、完成实验报告的形式进行学习,限制

了学生创新型思维的培养与发展。许多病原生物学实验课程

受到受标本、菌种、生物安全、实验动物等因素制约,许多许多

病原生物学实验无法实操。同时临床检验科实验技术更新速

度快,目前实验教学不仅落后于理论教学,更滞后于临床应用,

当学生毕业后进入临床实践时,缺乏实践技能。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教学带来的新挑战

2.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2019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主要传播途径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在疫情暴

发初期,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发展教育部下发了延迟2020年

春季开学的通知,于2020年2月6日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期

间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通过多种方

式开展教学工作,保障“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给传统教学模式带来新的挑

战和机遇,“新技术倒逼教学模式变革”,加快了教学模式改革

的速度。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管控措施的解除,学校正常教学工作

得到恢复,师生们重新回归课堂教学模式,在今后的教学工作

中如何发挥在线教学优势、如何与传统课堂有机融合,是值得

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通过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病原生

物学与免疫学带来的挑战及疫情管控期间线上教学模式暴露

的问题,以期为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改革提供参考。

2.2 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不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暴

发,不仅凸显出医疗卫生行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展现出公共

卫生在高发病及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治疗、监管、宣教等多方面

的必要性,与国家人民健康密切相关[3]。多年以来,我们医学

教育重“治”而轻“防”,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比重小,许多医

学院校甚至并未设立与突发公共卫生安全相关课程。在传统

的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很少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

关专业知识、处理流程、心理危机管理等内容,大多数医疗工作

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知识、技能储备不足、应对方式及程序不

当[4]。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临床医学生“重治疗、轻
预防”思想观念的转变,提高学生公共卫生素养及全科医学生

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培养合格的公共卫生健康“守门

人”。

2.3 需立足育人使命,加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及奉献精神的培

养 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

有崇高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最严重

的时候,全国各地医护工作者奔赴在抗疫一线,与人民群众齐

心协力、攻克疫情[5]。我国教育部于2020年5月28日印发的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建设

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要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

教学建设全过程,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等[6]。

在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应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和培养学生理解并践行医学的职业规范和

职业精神,培养学生“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道

德。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抗疫“战争”中,广大医务人员

表现出的勇往直前、舍己救人、临危不惧等职业精神对培养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具有重要意义,展现了楷模和榜

样的力量。在实际教学内容中积极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

素质教育,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医学生使命感和责任感,是

目前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7]。

2.4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 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疫情发生后,为了保障学生可以继续接受教育,实现“停

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网络教育横空出世,线上教学等虚拟

教学模式成为疫情期间主要的教学方式。对比传统课堂授课

模式,线上教学拥有开放、丰富、不受地域限制等优势,但仍有

一些问题值的我们反思:

2.4.1 无法进行肢体语言传达、交流效率低下 线上教学时,

教师无法通过手势、眼神、面部表情等进行表达,同时也无法通

过学生的反应来判断学生对所教授内容的理解程度。尤其是

大课堂教学时,同时在线学生超百人,只是通过文字、语音交

流,交流效率低下,在教授过程中无法得到及时反馈。

2.4.2 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线上教学具有开放性、自由性特

点,教师和学生主要居家进行教授和学习。由于这种空间灵活

性,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自律性,教师无法及时了解每个学生

的学习情况,不能进行有效监督。一些自律性较差的学生,甚

至出现了“挂网”假学习的情况,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

2.4.3 缺乏临床实践,动手实操能力差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

学课程中涉及许多实验课程内容,网上教学只能通过视频演

示、理论讲解代替现场操作,缺乏临床实践的真实性。线上模

拟教学,学生没有实践动手机会,不利于培养学生医学手术机

能操作,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背景下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的开发与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需要反复思考、不断论证完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应

同步调整,尊重学生的兴趣、经验,不仅要适应时代趋势,也要

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8]。

3.1 将思政课程融入教学 病原生物学与人的健康密切相

关,许多传染病改变了人类发展历程,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可

以看到病原生物感染对人类社会的[9]。在病原生物学具体的

教学过程中,可在讲解某种病原生物前,将其对人类社会生产

的影响及历史上发生的相关事件融入课堂教学,可有效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可以通过收集、整理《武汉战疫纪》《国家记忆·

战“疫”》《钟南山》等相关资料,挖掘蕴含的思政教育内涵,录制

成“课程思政故事”微视频。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环节中,进行

课前预习、课中讨论、课后反馈、教学效果评价等,其目的是强

化学生甘于奉献、关爱民众的情怀。将科学家攻克防疫难题的

事迹融入课程内容教学中,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使命感,

启发学生将医学科学家树立为人生榜样,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作为奋斗目标[10-11]。

3.2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主要

指通过借助互联网信息及技术优势开展教学活动,将传统课堂

教学与互联网在线学习方式相结合,改变传统单一的面授式课



堂教学,实现教学效果最优的一种教学模式[12]。采用微信、腾
讯会议、ZOOM等交流软件,雨课堂、慕课堂等教学工具,实现

“课前—课中—课后”三大教学环节的紧密衔接,将线上虚拟教

室与线下教室相结合,保证课前准备、课堂活动、课后复习等环

节有效互动。课前开展线上教学,预留20%~50%的课时给学

生通过网络课程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课前一周,教师通过雨课

堂将教学重点、难点内容及相关学习辅助资料、测试题等推送

给学生,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规划自由安排学习时间,对推送

内容进行预习、理解、完成相关测验等活动,最终提高学习效

率[13]。课中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课下教学为主,雨课

堂与BOPPPS混合式教学模式贯穿整个课中教学环节。课后

开展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混合式教学,学生通过雨课堂完成

课后测试题,通过“讨论区”进行师生交流与沟通。通过线上平

台发布调查问卷,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及时评估学生对教学

内容的掌握情况。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可以有效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促进师生互动,教
师和学生的综合能力都得以提升。

3.3 利用仿真实验室平台进行实验教学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William
 

Wolf教授于1989年提出的虚拟反正实验,以计算机

技术为基础,将虚拟现实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网络系统交互应

有,构建高度仿真的实验环境,以突破时间、空间、设备等限制,

进行自主学习[14]。3D打印(three
 

dimension
 

printing)技术利

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数控技术、三维CT技术等快速成型技术,

打印出的三维实物模型引入病原生物学实验室教学中,可以有

效增强学生实践技能和探索能力,提升教学质量[15-18]。建设仿

真实验室平台,按照教学内容搭建学习框架,学生可以通过观

看操作视频、模拟实验操作,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对提高学

生临床实践技能及良好操作习惯具有重要意义[19]。

4 结语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由免疫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

三部分组成,是临床医学和生物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学科

难度大、教学模式单一,受多种因素制约、许多病原生物学实验

无法实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自2019年12月暴发以来,对传

统教学提出了很多挑战,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不足、需立足

育人使命,加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及奉献精神的培养、线上教学

存在许多问题。面对挑战,我们对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新型教

学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将思政课程融入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

教学,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仿真实验室平台、应用虚

拟仿真及3D打印技术进行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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