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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学是高校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１］。成都医学院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于２００７年被批准为

四川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如何进一步推进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中心领导和老师思考

的问题。下面就本中心的教学理念和改革实践思路报道如下。

１　以系统为中心，优化课程设计

优化课程设计是实验教学改革的核心。针对基础医学实

验教学，中心采取的课程教学设计是以系统和器官为主线，以

资源整合为基础，整合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

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采用正常－异常－临床的教

学设计，组成一门新学科———医学形态与机能综合。在具体讲

某一系统时，以呼吸系统为例：（１）讲正常的呼吸系统构成及其

功能，理论课程完后随即安排１次实验课，呼吸运动调节，让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更深刻的理解呼吸系统的功能。（２）认识呼

吸系统及其常见疾病，一方面通过病理的标本切片来观察；另

一方面安排实验性肺水肿，呼吸功能不全等实验，让学生比较

其中的异常，为临床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３）通过一次

综合案例分析，在合作学习的讨论过程中，通常以完成某个学

习任务为目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倾听，进行对话与协

商，促进了学生知识的构建，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呼吸系统的

学习。学生在对话与倾听中，明白了对同一问题也可以有不同

的解释，有助于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使思想明晰化、外显

化，有利于学生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各自

经验和优势的发挥。教学方式均围绕系统主线，在能力培养方

面各有侧重，在授课知识要点方面相互配合。

２　以思维导图为主线，用构象记忆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以学科融合为核心、以医学课程为平台，中心提出了新的

学习理论，构象记忆学习认知理论。同时，结合思维导图学习

方法，按照发散性思考的特征，画图的方式画出自己的思想，把

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中央图形上，以此为节点，放射状画出多条

曲线，每条曲线的末端是与主题相关联的次级节点（关键词），

而每一个节点又可以成为另个中心主题，再向外发散，引发出

更多的思维节点。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发

散性、创新性思维能力［２５］。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资源整合为基础、以系统和器官为

主线，整合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

学、药理学等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提出新的教学模式，

按照 “文字－图形－文字”导出式医学知识学习的方法
［６］。

（１）进入情境，根据基础医学课程的特点，按照以系统为主线的

学习方法，提出学习问题，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中，要求

学生紧密联系形态和机能、基础与临床、理论与实际；（２）自主

学习，教师要确定基础医学各门学科的内容，将基础医学各门

学科按形态和机能、基础与临床的学习顺序排列。学习开始时

要先由教师启发引导，例如演示或介绍理解类似方法的过程，

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归纳；探索过程中教师要适时提示，帮

助学生沿图形框架逐步攀升；构建图形框架，围绕当前学习的

主题，学生通过独立学习获得了对书本知识的深刻理解，按“构

象记忆”的要求建立图形框架；协作学习，进行小组协商、讨论。

讨论的结果有可能使原来确定的、与当前所学的内容增加或减

少，各种图形的排列次序也可能有所调整。在共享集体思维成

果的基础上达到对当前所学知识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即最

终完成对所学知识的知识构建。２０１０年本中心实施新的教学

方法后，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数达５５０人次，问卷回收

率为９６％。结果显示，学生对构象记忆法“帮助我理解和掌握

书本知识”、“使用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启发记忆和思考”的赞成

率较高。对此教学方法总体评价好和非常好的学生共计

６８％。

３　以虚拟实验室为平台，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面

医学实验不同于物理、计算机实验，除了设备还需要有动

物、药品、试剂等额外条件的限制，但是虚拟实验除不受实验地

点、时间、条件的限制，还能充分利用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

提升和完善实验仪器的性能，具备精确性和科学性，这为前沿

科学知识走进实验教学课堂提供了基本却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网络除了是载体，提供管理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学生学

习的内容，这个层面是无限的，基础医学实验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是提供网络化的虚拟实验平台，开设一定比例的虚拟实验课

程，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６８］。

本校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开设的虚拟实验室，引进和采

用四川泰盟公司开发的模拟实验（单机版）和５项网络交换型

模拟实验软件，拓展了实验项目、开拓学生的视野，对于一些不

常见的，或者实验课无法顾及的实验，可以通过仿真实验来熟

悉，使得学生对整个生物体机制有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同时，

突出实验的自主性，学生可以根据自我需求选择实验，也可以

为学生定制实验，强调了学生在实验中的主导地位。虚拟开放

实验平台恰当充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实验教学活

动，为学生提供一种直观实验预习环境，实现教学环境立体化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４　以开展实验设计大赛为抓手，全面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实验设计大赛由本中心承办，教务处、教学保障处、基础医

学院协办。中心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准备工作，通过张贴海报宣

传和校园网新闻发布，提高实验设计大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激发广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大赛的程序包括：前期宣传、初赛、

决赛。实验设计大赛实现了医学实验教学从“验证实验为主”

向“设计实验和探索实验”转变［９１０］。参赛的学生们在教师指

７６６１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４２卷第１４期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省级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教改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ＪＧ０１１）；成都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ＪＧ００６）。　作者简

介：梁楠（１９８４～），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医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导下，在自行调研的基础上选择课题、完成实验设计方案、通过

实验答辩、确定实验项目、完成课题、撰写科研论文。这是一种

培养学生大胆进行科研设计、研究探索的开放式实验设计大

赛，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实践动手能

力，并成为融会与沟通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的桥梁。通过实验

设计大赛，进一步拓展了实验中心平台，充分发挥中心的人、

财、物的优势，调动广大教师、科研及实验室人员的积极性，利

用实验室、研究所的仪器设备、场地，组织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

彩的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开展实验设计大赛，建立大学生实验

教学创新平台，使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得到极大的提高，本中

心２０１１年在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上获得三等奖１项，在四川省

大学生挑战杯上获得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优

秀奖７项。２０１０在全国首届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大赛上

获得三等奖１项和优秀奖３项。通过实施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的创新实验教学模式，指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４５篇，

申报专利２项；指导学生完成探索实验设计２００余项，申报大

学生开放创新实验项目１６项。

参考文献：

［１］ 戴心来，张海燕．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现代教育技术实验

教学的探索［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０８，２５（５）：１９２１，２４．

［２］ 崔文胜．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教学中思维导图应用的实

践与探索［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０７，２５（２０）：７２７３．

［３］ 韦霞．思维导图的学习方式研究［Ｊ］．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２００９（１４）：１０９１１１．

［４］ 邓力平，利．思维导图在临床核医学教学中的应用［Ｊ］．

实用医技杂志，２００９，１６（１０）：８２５８２６．

［５］ 刘#

蒙，邱烈．思维导图在高职解剖教学中的应用［Ｊ］．重

庆医学，２０１０，３９（１６）：２１５５２１５６．

［６］ 朱敏，张际平．虚拟实验室及其教学应用［Ｊ］．实验室研究

与探索，２００６，２５（５）：６２６６２８．

［７］ 张伟，张雁容．对医学院校构建虚拟实验室的思考［Ｊ］．卫

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０，２８（１９）：９９１０１．

［８］ 戴淑芳，张蓓蓓，李连宏．医学机能虚拟实验室在多元化

实验教学中的应用［Ｊ］．医学信息：上旬刊，２０１０，２３（４）：

８４９．

［９］ 梁楠，张晓．医学实验教学中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１，３０（４）：９４９６．

［１０］梁楠，张晓，何彦芳，等．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课程体系的构

建［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０９，２８（７）：１０５１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２６）

作者简介：郭彦琼（１９６６～），主管技师，本科，主要从事临床医学教学管理研究。

·医学教育·

临床实习管理借鉴“学案”方式的可行性探讨

郭彦琼，向国春，郭海涛，刘　刚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重庆４０００３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４．０４１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４１６６８０２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案”，具有规范管理的特征。为了加强

实习教学的规范管理，医科大学临床实习阶段教学可以借鉴基

础教育阶段的“学案”形式，同时也应当体现大学教育的实践

性、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等特征。

１　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中“学案”的优点和特点

１．１　“学案”在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观察基础教育阶

段的教学，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案”教学已经逐渐让位给“学

案”（其中包括“教学案”和“导学案”等）方式，这种“学案”教学

方式已经成为教学环节中的主流。“学案”的基本结构包括学

习目标、内容要点、反馈练习，也包括一部分是教师设计的思考

问题，允许学生提出问题。“学案”的产生和使用，通常是由教

师课前精心吃透教材，把课堂教学的要义以问题的形式呈现给

学生，在课堂上由教师组织学生根据问题探究、合作、交流，教

师予以点拨、指导［１］。多数人认可学案教学，认为符合“学生主

体”的教学观，有益于“自主、合作、探究”的新课程需要，特别是

能够提高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

１．２　“学案”作用的特点是规范教学行为　在基础教育的课堂

教学中，“学案”教学的起点是规范教学行为。因为最初启用

“学案”教学的是一批薄弱学校，是以课堂学习材料（例如导学

稿、讲学稿、学案、预习稿、前置性学习、学习单等等）方式呈现

出来的，许多学校模仿导学案是看中其能迅速提高学习成绩的

神奇效果［２］。因为其规范教学的特点，也有教师反思，认为“学

案”的程式化限制了思维空间，甚至有放弃教学指导的“放羊”

现象，表现在课堂中教师努力启发、学生无动于衷，教师鼓励展

示、学生不敢上前，教师放开讨论、效果不尽理想［３］，和表现在

导学案越看越觉得就是一张开卷试题，有基础题，有问答题，还

有思考题，教师没有时间引导，也谈不上学生的想象和创造［４］。

２　从临床实习的特点看借鉴“学案”方式的必要性

２．１　大学实习教育部分环节加强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　大学

教育是以专业教学为主要内容的，除了专业基础，还鼓励学生

了解前沿研究成果，鼓励学生形成探索精神和独立的学习能

力，这是有别于基础教育的重要特点；因此，大学的教育应当有

宽松的学术氛围，有创造型的教师和创造型的学生，显然“学

案”强调的规范性与大学学习方式有区别。但是，大学实习教

育环节有特殊性，因为不同类型大学的培养目标区别、学制保

障不同、经费保障差异、协调机构各异是制约大学实习的主要

因素［５］，不排除大学教育的某些环节有借鉴“学案”方式的可能

性；特别在某些专业例如医学学科的实习教育，因为制度原因、

个人素质原因，甚至有社会原因等因素［６］，临床实习的特点决

定了更有加强教学规范的必要性。

２．２　临床实习借鉴“学案”实现规范化的原因　临床实习必须

有规范的要求，是因为：（１）具有进行医学理论和医学案例验证

的“实践性”特征。临床实习是医科学习最后一个环节，这一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是医科学生从理论向实践过渡、从学员向

医务工作者角色转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医科大学

在实习管理中通常侧重“管理文件”，即各种实习管理规定、大

纲等管理，缺乏对学生在实习阶段“学习方法”，特别是理论与

实践如何结合的有效指导。因此，施行面向临床实习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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