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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基于团队学习"

")6

$的以问题为中心"

8)6

$的教学模式在医学遗传学实验教学中的

应用%方法
!

选择郑州大学
,-/2

级医学检验技术和口腔专业的小班为研究对象#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13

名

学生作为实验班!采用
")6_8)6

进行授课#以口腔专业
12

名学生作为对照班!采用
6)6

进行授课%统计两

个班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成绩!制定问卷调查表调查实验班的学生评价情况%结果
!

实验班学生的期末闭卷

考试实验成绩&平时实验成绩&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班"

$

"

-+-2

$%实验班
.27

以上的学生认为
")6

与
8)6

混

合式教学非常有必要!希望继续开展此种教学方式%实验班
.-7

以上的学生认为
")6_8)6

教学有助于提高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有助于理解实验的意义和原理!提高了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并且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及增强了团队协作精神%结论
!

基于
")6

的
8)6

教学模式在医学遗传学教学改革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

遗传学#

")6

教学#

8)6

教学#调查和问卷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30/#4$14

"

,-/.

$

/$#,$$,#-$

!!

医学遗传学是医学与遗传学相交叉的一门医学

基础课$涉及内容广泛$学科分支众多#目前$本校医

学遗传学教学主要采用传统教学!

6)6

"模式$以讲课

为中心$是一种灌输式教学#

6)6

的优点是内容系统

连贯$节约资源$但是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

)

#以

团队学习!

")6

"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和以问题为中心

!

8)6

"的教学模式相结合$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

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互学互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团结合作精神和人际协作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弥补了
6)6

教学方法的不足(

,#1

)

#本研究探

讨基于
")6

的
8)6

教学模式在医学遗传学实验教学

中的应用$以期提供可靠的数据及有益的借鉴#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郑州大学
,-/2

级医学检验技

术和口腔专业的小班为研究对象#以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
13

名学生作为实验班$男
,1

人$女
,,

人$采用

")6_8)6

进行授课%以口腔专业
12

名学生作为对

照班$男
,$

人$女
,,

人$采用
6)6

进行授课#两组学

生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

方法
!

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同一学期开课$教学

学时&教学进度&带教老师及考试题型完全相同#实

验班采用
")6_8)6

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问题

为先导$具体步骤如下'!

/

"按照自由组合的原则$将

实验班分为
4

个小组$每组
2

!

3

人%!

,

"建立班级微

信群$提前
/

周将实验课的内容推送给学生$并由学

生讨论设置若干指导性的问题%!

$

"小组成员选择问

题$并由组长进行组内分工$查找资料&讨论问题&确

定汇报人并制作
88"

%!

1

"在实验课上$各小组汇报人

以
88"

的方式对每个问题进行讲解阐述$其他小组

的学生随机提问并交流%!

2

"老师进行知识补充和总

结#对照班则采用传统的
6)6

授课模式$先由任课

教师系统地讲授实验原理&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学

生再进行实验操作#统计两个班期末闭卷考试与平

时实验成绩#期末闭卷考试
.-

分$其中实验内容
/-

分%平时实验成绩
/-

分$包括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及

88"

汇报情况#根据
")6_8)6

教学方法的性质和

学生的情况$制定问卷调查表$实验全部结束后$将问

卷调查表发放给实验班的学生$要求如实认真地填写

调查表#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5"

表示$采用秩和检验和
#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7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的比较
!

实验班学生的期末

闭卷考试实验成绩&平时实验成绩&总成绩均高于对

照班!

$

"

-+-2

"$见表
/

#

"+"

!

问卷调查情况
!

对
13

名实验班学生进行无记

名问卷调查$收回问卷
13

份$均为有效问卷#结果表

明$

.27

以上的学生认为
")6

与
8)6

混合式教学非

常有必要$希望继续开展此种教学方式#

.-7

以上的

学生认为
")6_8)6

教学有助于提高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有助于理解实验的意义和原理$提高了学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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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文献的能力和自身的综合素质及增强团队协作精

神$见表
,

#

表
/

!!

两组学生医学遗传学成绩!

!5"

"

项目 对照班 实验班
$

平时实验成绩!分"

.+2$5-+$4 .+025-+/3 -+---

期末闭卷考试实验成绩!分"

0+-15/+1. 0+415/+41 -+--0

总成绩!分"

02+-154+42 4/+345.+04 -+--/

表
,

!!

实验班学生对
")6_8)6

教学法评价调查结果

评价项目
认为是的人数

!

)

"

百分比

!

7

"

")6

与
8)6

混合式教学法有无必要
11 .2+32

课后是否整理课堂上的内容$梳理知识体系
/$ ,4+,3

")6

与
8)6

混合式教学方法是否会增加学习负担
/2 $,+3/

是否希望继续开展
")6

与
8)6

混合式教学方法
12 .0+4$

是否有助于提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12 .0+4$

对
")6

与
8)6

混合式教学方法是否感兴趣
$2 03+-.

是否提高了医学遗传学学习的兴趣
1$ .$+14

是否增强团队协作意识
11 .2+32

是否促进自学能力的培养
13 /--+--

是否能增强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0+4$

是否有必要其他课程中开展
")6

教学
1$ .$+14

是否对
")6

与
8)6

混合式教学方法满意
12 .0+4$

是否能增加师生间的交流
1/ 4.+/$

是否有助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13 /--+--

是否提高文献查阅能力
1$ .$+14

是否与助于理解实验的意义和原理
11 .2+32

是否有助于顺利完成实验
1$ .$+14

是否有助于同学们在学习上的相互交流
13 /--+--

#

!

讨
!!

论

!!

随着人类后基因组学的飞速发展$医学遗传学已

成为医学领域最前沿的学科#

6)6

模式存在的学生

过分依赖教师讲解&主动性缺乏&操作能力差等问题

逐渐突显出来#因此$探寻有效的教学模式以提高医

学生的综合能力已成为医学遗传学教学面临的重要

问题#课题组以
")6

教学模式为基础$对
8)6

教学

模式加以改良$将
")6_8)6

混合式教学法应用到医

学遗传学实验课的教学实践中$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成功地将课堂延伸到了课外$收到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

#+!

!

问题的设置是核心
!

在
")6_8)6

教学法中什

么时间提出问题&如何提出问题及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是该教学法的核心(

2#3

)

#!

/

"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发

现课前提出问题效果较好#课前学生需要进行资料

收集&整理与分析等工作去解决问题$课堂学习就被

延展到了课下$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主动性被充分地

调动起来#而且学生会带着问题去听课和讨论$调动

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动性和目的性#!

,

"如何提出问

题及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以健康人类染色体核型分

析的实验为例来介绍#在上课前
/

周把实验内容通

过微信群推送给学生$让学生在微信群里充分讨论应

该准备什么样的问题#学生提出应该首先了解怎样

获得一张清晰的健康人类染色体的制片. 然后再讲

解什么是核型分析及怎样进行核型分析. 最后需要

讲解核型分析的临床意义#随后不同的小组侧重不

同的问题$进行资料查询和汇报#学生在实验课上虽

然只操作核型分析这一个实验$但是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阐述和讲解$学生获得了非常系统的知识体系$极

大地丰富了实验教学的内容和体量#因此$在
")6_

8)6

教学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在问题

设置环节贯彻以学生为中心这一主旨$提出具有导向

作用的好问题$是
")6_8)6

教学法实现的关键#

#+"

!

")6_8)6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
!

8)6

教学是根

据教学大纲设置问题$让学生以问题为学习指导$查

阅书籍和文章$寻找更为合理的答案#培养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0

)

#

")6

是以团

队为基础$小组内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查阅书籍$相互

学习$加强学生间的交流和监督$提高学生的团结合

作能力(

4

)

#

")6_8)6

教学法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

习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讲授为主$所以

")6_8)6

教学法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是学生#在教

学实践过程中$从提出问题到小组选择问题&组内分

工&查找资料&讨论问题&

88"

展示成果等各个环节都

应让学生来主导$教师只负责提供解答疑问和点评#

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学生自主学习的潜力是非常巨大

的$老师要充分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大胆去做$会收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教师的引导作用也是必要

的$学生虽然查了资料$但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是肤

浅甚至是错误的$需要老师的正确引导和规范才能真

正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

!

")6_8)6

教学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

实验

班与对照班的成绩分析结果表明$实验班的平时实验

成绩&期末闭卷考试实验成绩及期末考试的总成绩均

明显高于对照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问

卷调查结果表明$

.-7

以上的学生认为
")6_8)6

教

学法提高了对医学遗传学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文献查阅能力$有助于理解实

验的意义和原理$有助于顺利完成实验#

/--7

的学

生认为
")6_8)6

教学促进了自学能力的培养$有助

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有助于同学们在学习上的相互

交流#此评价结果与
")6_8)6

在其他学科中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

.

)

#在问卷调查中$

$,+3/7

学生认为

此教学法增加了学习负担#医学生的课程较多$课下

时间少$而且学生习惯于
6)6

教学方式$被动地听课

和接受知识$所以有些学生不太适应如此耗费精力的

$$$,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14

卷第
/$

期



学习方式#但是仍有
.-7

以上的学生希望在其他课

程中继续开展
8)6_")6

教学$希望自己得到更好的

锻炼$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

此外$为了解学生在课后对所学内容的总结和整

理情况$笔者在问卷调查中设置了一个课后是否整理

课堂内容$梳理知识体系的问题#结果发现$仅有

,4+,37

的学生在课后整理课堂上的内容$梳理知识

体系#分析原因如下'!

/

"医学生的课程繁重&学习压

力较大$课后总结&梳理的时间较少(

/-

)

#!

,

"学生在课

前已经查阅较多的相关资料$课堂上通过讨论学习及

教师的总结指导$学生基本已经获得了非常系统的知

识体系#!

$

"有些医学生会出现学习倦怠&懒于总结

和梳理知识点的现象(

//#/,

)

#因此$

")6_8)6

教学需

要进一步的优化设计$可以在实验报告中设置讨论

题$引导学生总结&梳理出完整的知识体系#

#+A

!

")6_8)6

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

")6_8)6

教

学模式要求带教老师不仅要熟练掌握本课程的专业

知识$还要熟悉与本课程相关的其他医学学科的专业

知识(

/$#/1

)

#参与本次
")6_8)6

教学的主讲老师为

多年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的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基础

理论扎实$知识结构合理$教学经验丰富#在
8)6

部

分进行问题设置时$老师根据教学大纲和自己的知识

储备引导学生提出具有知识代表性的问题$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课堂上$学生代表发言和学生间讨论时$

老师对有问题的地方要指出并维持课堂秩序$防止课

堂重心偏移#同时也配备
/

名年轻教师作为助教$全

程参与
")6_8)6

的教学过程#

")6_8)6

教学法

的实践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更

是对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再培养$是双赢的教学实

践#青年教师通过
")6_8)6

教学实践更好地认识

到自身的优势或不足$有利于自身业务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

/2

)

#

总之$

")6_8)6

教学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适应

教育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是培养社会高素质复合型人

才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医学遗传学课程的实践和问

卷调查分析$有助于开展和深化该课程的教学工作$

也为郑州大学逐步建立
")6_8)6

教学模式提供了

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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