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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性学习旨在培养具有独立学习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

学习者，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形

式［１］。在知识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要想长期胜任工作，必须要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以不断地

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２］。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学科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

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意识和能力［３］。２０１１年，本校医学免疫学

课程被评为山东省精品课程，作者以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

核心，随机选取部分五年制医学本科生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

１　理论教学

１．１　引入ＰＢＬ教学法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处于传授

知识的主宰地位，而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从属地位，其弊

端主要表现为师生互动极少，教学效果较差等［４］。有鉴于此，

作者在授课过程中逐步引入启发式、ＰＢＬ等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法，形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氛围，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强调

“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的ＰＢＬ教学法已经被证实较

传统的教学方法更能促进学生的自主性学习［５］。在学生熟悉

和掌握了医学免疫学的基础知识如免疫细胞、免疫分子及免疫

应答等的基础上，作者采用ＰＢＬ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课前

将病例及问题如通过分析牛奶过敏症病例阐述Ⅰ型超敏反应

的发生机制及防治原则，结合乳腺癌病例解释肿瘤细胞如何逃

逸机体的免疫防御等发给学生，要求学生成立合作性学习小

组，回顾之前学过的知识并通过图书馆查找阅读相关材料、互

联网搜集整理相关信息，归纳总结，准备小组讨论提纲并制作

ＰＰＴ；课堂上围绕病例所提出的问题首先由组长上台答辩，然

后其他同学进行补充或修正，最后由授课教师进行小结，形成

开放式、互动式的教学环境。这样，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

中，学会了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了归纳、整

理和总结知识，培养了创新意识和自主性学习能力［５６］。

１．２　利用网络教育平台　借助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

的网络教育具有互动性和及时性等特点，营造出新型的教学环

境，将单向的、灌输式的教学关系改变为多向的、自主性的［７］。

充分意识到现代网络教育平台在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中

的重要意义之后，作者着手建立了教研室网站（ｈｔｔｐ：／／２２１．０．

９２．２４３／ｓｙｊｘ／）。网站提供医学免疫学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

学录像、电子课件、参考资料、试题库等相关学习资料，并有专

门教师负责定期更新内容，这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网络学习环

境，形成了将课堂教学与网络学习相结合的、有利于学生自主

学习的教学模式。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通过网上导学阐明该课

程的学习目标和任务，学习的具体步骤、方法等；也可以通过网

上答疑与学生讨论、回答某些难点，注重激发学生自主思考；还

可以通过测试评价、教学监控、教学反馈等及时获得反馈信息，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由此，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以教师为主

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模式。

２　实验教学

２．１　参与实验准备　包括医学免疫学实验在内的大多实验课

程通常是由实验师在课前进行准备工作，如准备和预处理样

品、配制所需试剂等，学生进入实验室后面对的已经是“半成

品”甚至是“成品”，只需根据实验教材或老师的指导进行非常

简单的操作或者直接观察即可，对于所使用的实验材料的来源

和处理过程等却一无所知［８］。例如，在进行血清免疫球蛋白的

定量检测实验时，待检血清、缓冲液及琼脂板均在课前就准备

好了，学生只是按照步骤在琼脂板上相应的位置加样、电泳，然

后等待观察最后的实验结果。这样，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仅限于

被动接受，缺乏主动的操作和思考，久而久之，对实验课逐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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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厌烦心理。因此，作者调整实验课的流程安排，尝试让学生

进行部分实验的准备工作，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而且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在实验之前主动查阅相关

资料，使学生对于实验的掌握具有完整性。

２．２　自行设计实验　在学生掌握了医学免疫学基础知识和实

验技能的基础上，作者会安排２～３次课交给学生进行综合性

实验设计。通常由教师立题，例如“检测人外周血中Ｔ淋巴细

胞的含量”；学生根据实验目的梳理相关的知识点，选择可行

的、合适的实验方法（可以是之前讲过用过的方法，也可以是学

生自行查找的比较新的方法），列出实验中用到的仪器、试剂，

设计详细的实验方案；在实验实施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

但教师可以给予具体的技术指导；实验如果失败要分析原因，

总结后重新开始，直至完成实验；最终，根据实验结果撰写完整

的实验报告（按照论文的格式来书写，即包括题目、摘要和关键

词、引言、实验方法及实验过程、结果及讨论、参考文献）。在这

种动态的、连贯的实验过程中，学生往往为得到完美准确的实

验结果而严谨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环节，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空

前高涨。同时，综合性实验的开展有助于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

医学免疫学的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９］。

２．３　申报科研项目　鉴于医学免疫学知识和实验技术在不断

更新，为满足部分学有余力的优秀本科生对科研的兴趣和发展

需要，鼓励他们积极申报学校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或实验室

开放基金等项目。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

和专业方向，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后自行提出实验目的，然后独

立设计、准备和操作，师生可以共同探讨、解决科学问题，一起

分析、讨论实验结果，最终完成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试验。其中

部分实验，如“调节性Ｔ细胞在孕期弓形虫感染致不良妊娠结

局中的作用研究”、“宫颈癌肿瘤组织浸润淋巴细胞的作用研

究”、“脐血造血干细胞的体外分离与扩增的研究”等进展顺利，

已取得了可喜的实验结果，有望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科研论

文。参与科研项目的学生的文献阅读和逻辑思维能力、实际动

手和团队协作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明

显提高，这为其将来从事基础研究或临床实践工作提供了竞争

砝码［１０］。

３　教学效果评价

３．１　考核成绩比较　根据医学免疫学的课程特点，作者建立

了多元化的考核体系，包括常规的期末考试（以６０％计入总成

绩），形成性评价（包括不定时课堂提问、随堂小测验、课后作业

等，以２０％计入总成绩）和实验考核（包括平时实验报告书写、

综合性实验的实验设计及实验报告的撰写和考勤等，以２０％

计入总成绩）。结果显示，实验班的期末卷面成绩、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及总成绩均明显优于对照班。见表１。

表１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成绩的比较（狓±狊，分）

组别 狀 期末卷面成绩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总成绩

实验班７１ ６４．３０±９．６７ ９０．４３±３．７８９１．４１±３．９０７４．９５±５．８３

对照班７２ ６１．２６±１１．９５８１．４４±６．６８８７．０７±４．８９７０．４６±７．１８

３．２　知识来源比较　进一步针对学生的学科知识来源，在课

程结束后以不记名、现场调查的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调查。共发

放调查问卷１４３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４３份。结果显示，实验班

的学生更倾向于借助网络资源及医学期刊了解该学科的新发

现、新知识。见表２。

表２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知识来源的比较［狀（％）］

组别 狀 教师教材 期刊文献 网络资源 其他

实验班 ７１ ４８（６７．６１） ７（９．８６） １５（２１．１３） １（１．４１）

对照班 ７２ ６３（８７．５０） １（１．３９） ８（１１．１１） ０

３．３　满意度测评　课程结束后，向学生发放满意度测评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学习兴趣、课堂氛围、自学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创新思维与实践技能共６项，每项设定的５个选项对应的分数

分别为５、４、３、２、１。结果显示，实验班的各项测试指标打分均

明显高于对照班，见表３。

表３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满意度测评的比较（分）

组别 狀
学习

兴趣

课堂

氛围

自学

能力

团队协

作能力

创新

思维

实践

技能

实验班 ７１ ４．５８ ４．３１ ４．６９ ４．０８ ４．０３ ４．７７

对照班 ７２ ３．９９ ３．６５ ３．８８ ３．２９ ３．３１ ３．５８

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我国高等院校加强素质教育的

核心［１］。作者依托省级精品课程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建立了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学

生的自主性学习意识和能力，提高了医学免疫学教学效果［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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