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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被引入到医学教学改革

中)特别是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快速发展)逐渐渗透融入到医

学教育中)医学教育信息化程度得以迅速提高)促进了医学教

育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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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就是顺应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而产生的新型教学模式)并且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资源建

设和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

(

'

(而对分课堂是顺应中国高等教

育的国情提出的一种较新的大学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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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遗传学是

交叉学科)学习难度大)大部分遗传病较为罕见)且向低年级医

学生开课)传统课堂教学效果不佳)如何推进医学遗传学教学

改革)提高医学遗传学的教学效果)是教师所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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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概念在国内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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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雏形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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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北爱荷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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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纳皮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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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确提出微课这一概念的是美国

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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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短小教学视频为载体)记录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展开的

教与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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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者们对微课的认识随着微课建设

和研究的发展内涵得以不断深入)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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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首

届全国高校微课大赛的通知中)对微课的定义为!+微课,是指

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所开

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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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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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

的张学新教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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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课堂教学新模式(对分课堂

"

7.̂

$把教学分为
(

个环节)即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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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吸收

"

2NNB9B?2KB;@

$和讨论"

TBNOQNNB;@

$)其核心理念是把一半课堂

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授)另一半分配给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

行交互式学习(类似传统课堂)对分课堂强调先教后学)教师

讲授在先)学生学习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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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方法经多校教师实践

证实能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是针

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课堂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的有中国

特色大学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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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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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遗传学是临床和基础医学的交叉学科)因其为医学基

础课程)向低年级医学生开课)通常尚未进入临床见习和实习

期)学生对涉及的临床遗传疾病缺乏感性认识)另外)很多单基

因遗传病)染色体病)线粒体遗传病发病率低)学生缺乏学习热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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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统课堂教学效果不佳(医学遗传学是边缘学

科)其教学内容与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

等多个医学基础课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先行课程知识点欠缺)

也会影响到医学遗传学某些章节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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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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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以课堂讲授和讨论为主)辅以微课的教学模

式)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根据章节内容特点的不同)调整教师

授课)微课)学生和师生互动讨论各环节的比例(

作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交叉学科)本课程较多章节和

临床关系较为密切)比如生化遗传部分)微课设计可以考虑分

成两类)一类是以预习为目的的课前视频)一类是以深入学习

为目的的课后视频(以苯丙酮尿症的教学为例)制作两个课前

预习用微课)每个视频大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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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新生儿疾病筛查

相关的介绍)一个是苯丙酮尿症患儿就诊视频资料(这类课前

微课使学生直观地获得一些疾病临床信息)增加了对疾病的感

性认识)激发学习兴趣)有助于低年级学生掌握疾病的临床表

现)方便教师在课堂讲授时从遗传学角度深入阐述疾病的分子

机制(另一方面也帮助学生认识到新生儿疾病筛查的重要性)

很多遗传病并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重在预防)而苯丙酮尿症

的智能低下等严重危害患儿生存质量的症状可以通过早筛查

早发现早干预得以控制(

课堂讲授阶段教师系统介绍苯丙酮尿症四大临床表现!智

能下降)锥体外系损害症状)汗液尿液鼠臭味)皮肤毛发颜色较

浅(重点阐述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导致四大临床表现的分子

机制(简要介绍治疗和预后(并布置课后复习和微课学习任

务(

课后用微课是完成课堂理论讲授)学生吸收内化知识点后

的环节)课后微课视频侧重于记录早期饮食干预患者和正常饮

食患者表型差异)教师要鼓励学生课后利用微课资源进行自主

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入隔堂分组讨论环节)通过微

课)讨论课的生生)师生互动强化苯丙酮尿症早期筛查和饮食

干预的意识)并利用讨论课对首轮授课中的重要知识点进行复

习提问)进一步帮助学生消化)拓展所学知识(

作为基础医学课程)医学遗传学某些章节和先行课程关系

密切)侧重于基础概念和理论的学习)比如分子遗传学部分(

以基因和基因组一章为例)微课设计可以考虑以课前微课为

主)复习生化或分子生物学中已经涉及的知识点)如)基因和基

因组概念)结构特点)基因表达等)温故知新)帮助学生更好理

解消化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容(在教师课堂讲授环节中)课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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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涉及的内容可以略讲(因为和先行课程重复内容较多)讨论

课环节也可视具体情况缩减(

另外)课程某些章节涉及发病率低的疾病)如线粒体遗传

病)在课时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缩减课堂讲授环节时间)准备较

充分的微课资料)由学生课后自行学习讨论(

以课堂讲授)课内讨论为主)微课为辅的教学模式)提高了

学生自主学习的比重)通过多轮反复接触知识点)加深了对知

识点的理解和记忆)有效提升了学生学习效果)对提高医学教

学质量#创新医学教学模式起到推动作用(

在这个教学模式中)较难掌控的是课堂讨论环节)首先)这

个要求在人数相对少的教学班中进行(另外)在实际操作中)

学生并不太适应分组讨论交流)除少数同学发言踊跃)大多数

学生习惯了集中大通量传授知识的灌输性教育)自主思维受抑

制)思维不够活跃)需要教师引导后发言(另外)这个模式和有

限的课时有一定的冲突)所以如何调整个环节比例)有效利用

微课去解决课时冲突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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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结

!!

现在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的趋于多样化)微课辅助下的对

分课堂模式)弥补了传统+满堂灌,的不足)有助于激发学习热

情)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种微课和对分课堂结合的模

式)将涉及对分课堂各环节的比例)对分课堂和微课的比例)以

及如何建立更客观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等诸多实际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需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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