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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

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能力培养、个性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教

育。为培育新时期合格医学人才，医学院校必须与时俱进地将

素质教育贯穿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在医学免疫学教学中

实施素质教育，除培养医学生的免疫学知识和实践技能外，还

应着力培养其职业道德、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等，

全面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养。

１　学生素质及医学免疫学教学现状

１．１　学生素质状况　本校学生主要为理科学生，大多数普通

高考成绩达普通本科分数线、部分达重点本科线，另有少部分

文科学生。其主要素质特点是：（１）由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教育

体制，养成了重书本、轻实践，重应试、轻素质教育的学习习惯；

（２）有一定主动求知欲，但学习经验不足、自学能力不足；（３）有

理想，但缺乏意志力、怕吃苦、缺乏团队协作意识、创新思维等。

由此可见，本校学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教师若能在教学各环

节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自学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将为学

生后续更好地进行临床学习、实习以及毕业后教育奠定坚实的

基础。

１．２　医学免疫学教学现状　医学免疫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

础必修课。该课程教学现状如下：（１）因理论抽象、名词新颖繁

多、内容深奥、与其他学科联系紧密、技术和理论发展日新月异

等特点［１］，学生心存畏难情绪，缺乏挑战意识，因而厌学、弃学，

这给教学带来不小的挑战和阻力；（２）由于传统学习方式和教

学模式，部分学生仅限于记或背现成的理论和概念，而不能用

已学知识来说明相关的生活实际问题；（３）学生的自学能力不

足，即便教师提示如何预习新的内容，如何温故知新，部分学生

依旧茫然，常会选择在考前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临阵磨枪式

的突击以应对课程考试；（４）医学生课程多、任务重，多数学生

误以为临床知识才有用，而不重视《医学免疫学》，将其束之高

阁。殊不知，免疫学的理论和技术已渗透到临床医学的方方面

面；（５）医学免疫学的实验多为验证性实验，少部分设计性实

验，某些学生认为做实验和自己将来治病救人没有关系，因而

忽视实验的重要性，缺乏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精益求

精、实事求是等科研素养的培育。由此看来，免疫学教学中加

强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已势在必行。

２　医学免疫学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当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２］要求医学生不

仅要学会“求知、做事、共处、做人”，更要在将医德和医术结合

起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素质教育在医学教育中具有

重要作用［３］。免疫学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前沿学科，其发展水

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及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４］。医学

免疫学以其多交叉性和深度的多层次性特点，成为沟通基础医

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当代医学免疫学为揭示疾病的发病

机制提供新认识，为疾病的诊疗和预防提供新技术、新方法和

新途径，对构筑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实际应用能力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４］。此外，医学免疫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已经成

为或即将成为优秀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必备技能之一。因此，医

学免疫学教学中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基础医学教育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３　医学免疫学教学中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３．１　加强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
［５］

３．１．１　培养爱国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
［６］
　爱国主义教育是

我国各阶段教育的主旋律［７］。医学免疫学的发展史是包括我

国在内的多国免疫学家艰苦的创业史和奋斗史。在课堂讲解

抗原告知学生“中国人首先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学习细胞因子

时，提示“中国人发现了白细胞介素１８（ＩＬ１８）。通过这些知

识的学习，看似枯燥、难懂的免疫学让师生都充满了激情，增强

了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

３．１．２　强化医德医风教育，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８］
　“德”是

一个人的灵魂，没有“德”，知识和能力就没有了方向［９］。通过

对普遍存在或新出现的一些医患纠纷、医疗事故等实例的分

析，进行德育渗透，使其懂得自己肩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

神圣使命。在免疫学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团结协作精神：（１）要求穿戴整洁工作服，严格遵守实验室规

则，严肃认真地对待实验，犹如自己在诊治患者，容不得半点马

虎；爱护实验设施，养成实验前后清点所需所用仪器、耗材等，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２）分工合作，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实验

以小组形式进行，组间成员分工协作，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和

总结。教师在小结时强调医护工作中微小的疏忽也可能造成

无法弥补的损失，使学生养成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和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的工作作风，同时也注重动手能力和科

研思维能力的培养。

３．２　渗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医学免疫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复习

抗原时提问“鸡蛋是否抗原？”单一回答是或不是都是不妥的，

这是由抗原含义及特性所决定的。因而让学生客观辩证地看

问题，不可一刀切和绝对化；如在强调免疫系统的“双刃剑”作

用时，不能仅仅说有利或有害，因为事物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运用到现实，应积极勇敢地

面对暂时的困难和挫折，并努力战胜。从而端正学习和生活态

度，并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

３．３　正确面对压力、合理看待成绩，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１０］

　当今社会充满竞争和机遇，面对相对自主的大学生活及未知

的前程，学生们焦虑、忧伤、无助或惶恐，甚者干脆放弃，完全失

去目标和方向。这些不良的心理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和学业

的顺利完成。为了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开课便交代本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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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促使学生学会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框架。最初一

些听不懂的学生想放弃，打算考前“抱佛脚”，狠背一些知识点

来应付考试或寄希望考试时别人的“帮助”。鉴于此，笔者进行

耐心劝导和鼓励，在后续的讲解中始终注意前后知识点的衔接

与过渡，通过每次课前复习与课后小结，帮助学生巩固重点、理

解难点。采用拟人化比喻，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单调乏味的概

念，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当学生取得一定进步时，及时予以

强化和肯定，使学生不再恐惧免疫学。

３．４　优化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的职

责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独立思考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此，笔者专门设置课前提问并复习，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促使其带着问题进行思考和学习，从而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此外，教学组提供了专门的课外阅读资料和作业，并推

荐新版专著读物、相关综述文章及专业网站，鼓励查阅文献，通

过在自主学习前和自主学习小组讨论后对问题进行回答和比

较，让其体会集体智慧的结晶。通过了解前沿和进展，提高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锻炼了学生的执行能力、人际协调与沟

通能力。如讲述补体发现的实验过程，提示要敢于质疑，不迷

信权威，多问为什么，当实验结果与权威说法有出入或分歧时，

不要急于承认自己错了，要有自己的见解，在一种诙谐幽默的

氛围中，让学生获得知识，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医学免疫学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是融知识、技能、态

度、目标为一体的综合教育［１１］，只有把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起

来，才能保证医学免疫学教学质量，才能最终培育出适应未来

社会发展的开拓型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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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主要培养制作口腔修复体的高技能人

才，《口腔解剖生理学》作为专业主干课程，不仅是为后续的专

业课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１］，同时也承担了激发学生专业兴

趣的任务。然而，由于本课程理论教学内容繁多、抽象，常使高

职学生产生畏难、厌学情绪，学习效果不佳，直接影响了后续专

业课程的学习［２］。

１　本课程理论教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１　理论教学时数有限，教学内容冗繁
［３］
　口腔医学技术专

业是在口腔医学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口腔解剖生理学》

作为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传统教材的编写和

教学内容的选取基本沿用了口腔医学本科教育的模式，包括牙

体解剖学、
#

与颌位及口腔生理、口腔颌面颈部解剖３大部分。

口腔医学本科的教学时数基本在９０学时左右，而大部分高职

院校该课程理论教学时数仅有４０学时左右，从而造成课程进

度过快，教学内容讲解无法深入，影响了教学效果。同时，对于

高职类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而言，本课程教学内容过于冗繁，较

多知识点对于该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意义不大，其教学内容的

改革和取舍迫在眉睫。

１．２　教学内容抽象难以理解，而辅助教学手段有限　《口腔解

剖生理学》教学内容多涉及组织结构解剖空间位置问题，内容

较抽象，学生理解有难度。目前高职院校《口腔解剖生理学》理

论教学主要是借助教学模型和多媒体资源作为辅助教学资源

对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师生互动等

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４６］，但实际效果不令人满意。在教学

模型的使用方面，由于目前在教学中使用的模型基本都是直接

购买的，价格较高，每种模型的数目仅有１～２个，在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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