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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及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要求"遵循医学人才成长规律"教育部%卫生部于
6516

年

联合实施了,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

1

'

"希望以试点高校改革

为重点"力争取得突破"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临床医学教育改

革"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6

'

$本校为第一批,五年制临

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位"针对五年制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建设内容"笔者所在的细胞生物学与遗传

学教研室就教学内容改革%医学基础与临床课程的整合%以学

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研

究"开展了以 ,脱氧核糖核酸!

%K#

#

)

核糖核酸!

WK#

#

)

蛋

白质-为核心"以蛋白质的合成%加工及转运为重点的医学细胞

生物学课程改革"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西安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651)

级和
6513

级卓越医生班"以及
651)

级和
6513

级部分临床专业班级进行

对照实验$

651)

级卓越医生班共
05

名学生"其中男
6)

名"女

!0

名$

6513

级卓越医生班共
37

名学生"其中男
19

名"女
)1

名$

651)

级临床专业
3!2

名学生"其中男
6)6

名"女
629

名$

6513

级临床专业
36!

名学生"其中男
6!7

名"女
673

名$

?/!

!

方法

?/!/?

!

教学内容重新编排
!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一门以人类细

胞为研究对象"从显微%亚显微和分子水平等不同层次研究细

胞结构%功能及生命活动规律的学科&

!

'

$传统教材多以分割式

阐述各细胞组分或细胞器的结构及功能为主线!结构体系"图

1#

#"教学内容顺序为细胞膜与物质的跨膜运输
)

内膜系统

!内质网
)

高尔基复合体
)

溶酶体#

)

线粒体
)

细胞骨架!微

管%微丝%中间纤维#

)

细胞核
)

蛋白质合成
)

细胞分裂&

)

'

$

以蛋白质为主线的教学模式对医学细胞生物学授课内容

进行了重新编排!图
1P

#"即以,

%K#

)

WK#g

蛋白质-为核心"

以蛋白质的合成%加工及转运为教学重点&

!

'

$蛋白质的合成涉

及
%K#

)

WK#

及核糖体大小亚基装配"属于细胞核及蛋白质

合成章节的内容"蛋白体系中将该部分内容前置$蛋白质合成

全部起始于游离核糖体"若蛋白质合成过程中游离核糖体附着

于内质网"则开启蛋白质在内膜系统中加工和转运的进程!图

1P

中的浅灰色框#(若蛋白质合成仅由游离核糖体完成"则分

为核编码蛋白!去往线粒体等细胞器#%细胞质溶质驻留蛋白

!细胞骨架中的中心粒%微管蛋白%肌动蛋白等#%核蛋白!细胞

核中的组蛋白%非组蛋白等#等!图
1P

中的深灰色框#$

本研究中
651)

级学生沿用结构体系教学"

6513

级授课班

级与
651)

级教学内容相同"但采用新编排的蛋白体系授课$

结构体系与蛋白体系教学内容及体例编排顺序见图
1

$

!!

#

)结构体系(

P

)蛋白体系

图
1

!!

结构体系与蛋白体系教学内容

及体例编排顺序比较

?/!/!

!

教学方法改革
!

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内容重新编排的

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教学方法在
6513

级教学班中进行了相应

改变"以便贯穿,

%K#

)

WK#

)

蛋白质-为核心"以蛋白质的合

成%加工及转运为重点的教学主线$首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强化
6513

级学生自主学习"要求学生绘制细胞各部分的结构

及功能联系图"思考细胞结构及与之相对应的功能"联系前后

知识点"在细胞整体上将知识系统化&

3

'

$其次"与
651)

级结构

体系中单纯讲授式的教学相比"蛋白体系授课更加强调知识的

系统性%联系性和实用性"渗透以问题为导向教学!

>P:

#和以

案例为基础教学!

SP:

#等教学模式"多以实际问题或临床案例

为导向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0

'

$

如利用,长沙婴儿患怪病"血液竟是乳白色-这一新闻"一

早产儿宝宝出生
65=

时发现血脂增高%血红蛋白增高"护士抽

血时发现"其血的颜色比正常血颜色偏淡"静置几分钟后慢慢

变成乳白色"原因何在+ 联系课堂已授知识"学生能比较容易

地找到导致这个看上去和正常孩子一样的宝宝患病的理论基

础"实际上就是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异常$通过案例进一步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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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结构体系与蛋白体系教学效果比较&

=c0

'分)

年级
/

成绩

期末 实验

问卷调查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课程相关性 能力培养

651)

级卓越
05 02/)c9/6 1)/0c6/1 7/!c5/0 0/7c1/0 3/!c1/2 3/3c1/!

6513

级卓越
37 90/3c7/1

(

17/1c1/9

(

3/9c5/3

(

7/1c5/7

(

9/6c1/3

(

7/!c1/0

(

651)

级临床
3!2 09/)c3/9 1)/1c!/3 7/0c5/9 9/6c1/! )/7c1/3 )/3c1/2

6513

级临床
36! 96/3c15/6

VC

19/0c6/!

V

0/1c5/)

V

7/7c5/3

V

9/9c5/7

V

7/)c5/2

V

!!

(

)

#

"

5/53

"与
651)

级卓越比较(

V

)与
651)

级临床比较"

#

"

5/53

(

C

)与
6513

级卓越比较"

#

"

5/53

导学生分析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异常的可能机制或原因$如

果是由受体异常导致的"那受体是什么"是哪里来的"为何会异

常等等+ 经过问题引导"学生会得到,蛋白异常
)

EWK#

异常

)

%K#

异常-"以及糙面内质网介导的膜整合蛋白质的合成%

加工%修饰及转运过程"这些恰是理论教学核心和重点$

?/!/"

!

教学效果评价
!

教学效果评价由三部分组成&

3

'

$!

1

#

期末考试)考试由非任课教师从题库中统一抽取"单人单桌闭

卷考试!总分
155

#"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掌握程

度$!

6

#实验成绩)由两次实验得分相加组成!总分
65

#"主要

考查学生基于理论知识"思考%分析和解决实验问题的能力$

!

!

#调查问卷)授课过程中"就课程的教学内容!易
)

难#%教学

方法!差
)

好#%与其他课程的相关性!无
)

有#%学生能力的培

养!弱
)

强#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每一方面分成
5

!

15

分十个等级"问卷按班级人数全发全收$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12/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c0

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

验"以
#

"

5/5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结构体系与蛋白体系教学效果对比结果见表
1

$从成绩

上看"无论期末成绩还是实验成绩"

6513

级卓越医生班和临床

班均优于相对应的
651)

级班级!

#

"

5/53

#$进一步比较发

现"

6513

级卓越医生班期末成绩显著优于
6513

级临床班!

#

"

5/53

#$表明蛋白体系教学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同时增

强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卓越班的同学而言$

问卷调查分析表明"较
651)

级学生而言"

6513

级学生认为教

学内容难度适中"教学方法较好"与其他课程有一定的相关性

!

#

"

5/53

#$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6513

级同学的评

分高于
651)

级!

#

"

5/53

#$

结合学生的成绩及问卷调查结果"蛋白体系虽与结构体系

教学内容相同"但经过课程体系重新编排"其有效地降低了教

学内容的难度"同时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以问题为导向

的教学方法及绘制细胞各部分的结构%功能联系图易被学生接

受"围绕蛋白质的主线强化了与其他课程的相关性"学生的综

合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

!

讨
!!

论

"/?

!

以蛋白质为主线
!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从显微%亚显微和

分子水平等不同层次研究细胞结构%功能及生命活动规律的学

科&

!

'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本科生要能正确掌握细胞的结构

与功能"学会以细胞为单位分析宏观生命活动"尝试解释并解

决临床实际问题$但传统教材多以分割式阐述各细胞组分或

细胞器的结构及功能为主线"课堂教学中对各细胞组分或细胞

器之间的联系关注不够&

)

'

$以传统教材授课"学生很难形成完

整的知识体系"无法把细胞作为一个整体去思考其在临床疾病

中的作用"失去了细胞作为生命活动基本单位的意义&

)

'

$而以

蛋白质为主线将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在

阐述各细胞器!或组分#独立功能的基础上"突出各细胞结构在

功能和发生上的相互联系&

!

"

9

'

$

"/!

!

便于与基础及临床课程的整合
!

蛋白体系授课时以

,

%K#

)

WK#

)

蛋白质-为核心"以蛋白质的合成%加工及转运

为重点"能够实现与基础课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临床

课程!医学遗传学%病理生理学等#的整合%衔接和延伸&

9

'

$与

生物化学衔接",

%K#

)

WK#

)

蛋白质-也是生物化学的核心

内容"通过蛋白体系的医学细胞生物学学习后"学生已经在参

与生物化学反应的多种蛋白的来源%蛋白合成过程中核糖体的

装配%

#[>

生成过程中线粒体双层膜的作用等方面储备了大

量的知识"这让学生在研究人体生命物质的化学组成%结构及

各种生命活动过程时事半功倍&

782

'

$延伸到医学遗传学"如家

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是一种罕见的受体蛋白异常疾病$受体蛋

白异常导致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异常"在医学细胞生物学上只

涉及,蛋白异常
)

EWK#

异常
)

%K#

异常-$什么原因导致

了受体编码基因发生突变"如何应对这种突变"如何筛查突变

基因携带者"则要延伸到医学遗传学课程中$前期的医学细胞

生物学学习"已经为学生利用
%K#

技术去研究疾病与基因的

关系"掌握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5811

'

$

综上所述"与传统教学相比较"蛋白体系教学模式经过对

教学内容的重新编排"利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通过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实现对知识的系统化"降低了教学内容的难

度"增加了教学内容自身的系统性及连贯性"强化了与其他课

程的相关性"促进了学生实验能力的提高$但教学过程中一些

不足仍需在以后教学工作继续改进"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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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学习!

>P:

#-教学法是
1202

年由美国神经病学

P(HH;QB

教授在加拿大的
$C8$(B'&H

大学医学院创立&

1

'

$目

前"针对麻醉科进修医师培训相关教学的报道较少"主要以教

师授课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病例讨论法等(而缺少以学生为

主的教学法的报道$由于麻醉医师的工作实践性强"因此

>P:

教学法对麻醉科进修医师培训的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院为国家麻醉学高级医师培训基地"兼顾麻醉学专业本科

生%研究生及住院医师的培训$为提高麻醉科进修医师培训的

教学质量"本文将介绍基于病例分析的
>P:

教学法在本院麻

醉科进修医师培训过程中取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651!

年
2

月至
6513

年
2

月在本科室进

修的医师
!0

名"分为两组)

651!

年
2

月至
651)

年
2

月
17

名进

修医师为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方法(

651)

年
2

月至
6513

年
2

月
17

名进修医师为观察组"采取基于病例分析的
>P:

教学

法$每名进修医师进修时间为
1

年"均在
6

级甲等以上医院工

作"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工作年限在
!

年以上"其中住院医师

15

名%主治医师
63

名%副主任医师
1

名$

?/!

!

教学实施过程

?/!/?

!

传统教学法
!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一带一的教学方法"

手术前
1=

"住院总医师根据手术和麻醉医师的情况安排择期

手术"由本科室一名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带一名进修

医师"共同完成第二天的临床麻醉$每周由科室组织一次学

习"安排一名带教教师进行一专题讲座"进修结束时统一考核$

?/!/!

!

基于病例分析的
>P:

教学法
!

观察组采用基于病例

分析的
>P:

教学法"病例来至每天安排的择期手术$住院总

医师根据手术和麻醉医师的情况安排第
6

天的择期手术"由进

修医师术前访视患者"并向带教教师!主要麻醉医师#汇报患者

情况"特殊患者主要麻醉医师要再次访视患者并评价病情$手

术当日早晨"特殊病例由主要麻醉医师向当天三线医师汇报患

者情况"解释麻醉要点%术前准备和术中注意事项等"三线医师

对难点给予建议"特殊情况三线进入手术室指导$住院总登记

病例"进修医师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并做成
>>[

"周五贴出病

例术前%术中和术后的情况及由带教教师提出的相关问题"要

求每位进修医师回去查阅资料"学习与病例相关的知识$第
6

周周二晚上"科室统一组织进修医师学习"由副主任医师以上

的本科室教授主持$当台手术麻醉进修医师汇报病例情况"本

院带教教师提出问题"每位进修医师根据周末查阅资料学习的

情况和自身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发言"并由本科室教学秘书记

录$同时"进修医师可提出自己的想法和问题"由带教教师解

答$之后主持归纳总结"根据情况再次提出问题"并在下一次

学习再次进行讨论$根据教学秘书的记录"每次由带教教师根

据发言的精确性及合理性进行打分评价"由教学秘书统计"并

反馈到每位进修医师"进修医师根据自身的情况加强相应的

学习$

?/"

!

考核与评价方法

?/"/?

!

调查问卷
!

采取调查问卷表进行评价"内容包括自主

学习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认

可度%知识点的理解及疑难病例治疗原则的把握程度等$

?/"/!

!

理论考试
!

采用试卷形式考查"包括选择题及论述题$

内容包括专业理论知识%重症疾病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规

范知识点$

?/"/"

!

临床技能考核
!

内容包括麻醉科的基本技能如气管插

管%硬膜外和神经阻滞%动脉穿刺%深静脉置管和心肺复苏等$

?/"/B

!

临床综合分析能力
!

选取某些典型病例及疑难病例"

让每位进行考核的进修医师综合分析"包括疾病的诊断%麻醉

方法和麻醉药物的选择%术中注意事项和处理原则等"参考每

位进修医师发言的精确性及合理性进行打分评价"评分标准为

155

分$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9/5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c0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5/53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调查问卷
!

调查问卷成绩得分"观察组!

72/1c2/3

#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

99/7c15/)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53

#$其中调查问卷中自主学习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

!

理论和临床技能考核
!

理论考试成绩"观察组明显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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