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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教学模式偏重于临床或基础知识的讲授，而忽视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作者以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医学 

生为教学对象 ，以多元化教学思想为指导 ，改革教学手段与方法 ，利用多种教学要素 ，将病原 生物学基础与眼科学相关 『临 

床知识进行衔接 ，实施 了多元化教学 ，同时及时全面地总结教学信 息反 馈，了解教学 过程 的不足 ，及 时改进教 学方法 ，提 

高教学水平。病原生物学相关眼病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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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lti—faceted teaching of theories of pathogen biology and clinical ophthalmology 

DENG Zhi—feng，ZHANG Hong—juan (HezeMedical College，Heze 274030，Shandong，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teaching emphasizes clinical or basic knowledge but ign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Subjects for this study were medical students specializing in clinical medicine．Subjects were taugh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ulti—faceted teaching．This revised form of teaching utilizes a variety of teaching elements．M ulti—faceted 

teaching was used to teach SU bjects by associating studentg knowledge of basic pathogen biology and knowledge related to 

clinical ophthalmology．At the same time，feedback on the information taught was promptly and thoroughly reviewed．A1一 

though the teaching process was not fully understood，prompt revision of teaching methods led to improved teaching．The 

multi—-faceted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on eye conditions in relation to pathogen biology compensated for the lack of under—- 

standing of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facilitated overall improvement in studentK ability and le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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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医学院校的眼科学教学中 ，涵盖 了大量 与病 原生物学相 

关的内容 ，包括 由寄生 虫、衣 原体 、细菌 、病毒 和真 菌等病原 造 

成的结膜病 、角膜病、巩膜病 、葡 萄膜病和视 网膜病 等。这些 章 

节不同于一般的眼科学知识 ，体现在教学 目的上是使 医学生认 

识与眼病有关病原生物 的生物学性状 、生长特征 、致病性 、免疫 

原性 等，从而能够对这些眼病做 出诊 断 ，给 出合 理的治疗 ；同时 

又和纯粹的病原生物学有明显的区别 ，表 现在一些病原 生物学 

的基础知识与临床 眼科疾病密切联系 ，而不再是一 门独 立的基 

础课程。因此，相关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必须与传 

统意义上的病原生物学 及眼科学 其他 内容 的教学理 念 区别 开 

来 ，应加以深入研究 ，收集反 馈 ，总结 出教学经 验，以期提 高教 

学质量和效果。作者以本校第 2学年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医学 

生为教学对象 ，以多元 化教学思 想为指 导，改 革教学 手段 与方 

法 ，利用多种教学要 素，将病 原生物学 基础 与眼科学 相关 临床 

知识进行衔接，立体化、全方位地实施教学，同时及时全面地总 

结教学信息反馈，以达 到教师授课 有特 色，学 生更好地 掌握 所 

学知识的 目的。多元 化教学 实施 以及 教学信 息反馈 等情况 总 

结如下 。 

1 多元化教学的实施 

在高校教育中，“注入式”和“单因素”的教学方式、“单一学 

科”的教学理念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表现在教法单一，形式单 

调 ，教师的病原生物学 基础知识不 够清 晰，单 纯从眼科 学角 度 

思考问题，或过度单一强调课本中的基础知识，临床内容泛泛 

而谈 ，不能形成有机 的知识组 合，也不符合 实 际的需要 。这 样 

的教学方式信息交流量十分有限 ，教师传递信息 和学生接受知 

识 困难 ，课堂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 。 

多元教学的优势是用多元性代替单 一性 ，即将 平面化的教 

学活动转换为立 体化 、多元素 的教学 活动 ，使学 生在教 法的诱 

导下 ，灵活 、自主地学习 ，以达 到预期教学 目标 。本 教学采用 的 

多元化教学模式可以称为基础知识+临床知识+穿插l临床科 

室授课 。教法涵盖 了讲授式 、问题探究 式 、训练 实践式 和现代 

信息技术应用等。主要特 点为基 础知识 贴合 临床 、形式 活泼 、 

方法多样 、注重德育等。 

1．1 基础知识 紧密贴合临床 医学教育工作者 必须牢记 自己 

的教学任务是培养合 格的医疗 工作者 。医学生 走 向工 作岗位 

时 ，应当是一个基础知 识扎实 ，并能 在临床 工作 中灵活 应用 的 

复合型人才，所以，在教学中始终应强调学生的基础知识、『 床 

能力全面发展 ，逐渐改变学科 与临床实际应用脱节的情况0]。 

在教学过程 中发现 ，眼科学教材 中有关病原生 物学眼病 的 

内容明显偏重于眼科专业 知识 ，专业化 特色 较浓 ，病原 生物学 

方面的知识 未能 十分有效的体现 ，未能 实现不 同学科 之间的紧 

密衔接和平 稳过渡 。因此 ，作者在教学 中注重引导学生 对一些 

重要病原的理解 ，首先 引入病原 生物 的概念 ，学生 获得一定 的 

感知后 ，诱导学生进一 步探 寻深层 次的知识 。授课案 例 ：讲 解 

棘阿米巴性角膜炎，应当回顾讲解这种阿米巴原虫是归于何属 

* 【通讯作者】 邓志峰(1978一)，男，山东菏泽人，硕士，讲师。主 

要从事眼科教学 。E—mail：wrzhx@163．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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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 物．存在 于什 么样的生活环境 ．有怎样的发病机 制．对角膜 

会产生多 么严重的危害 ．使学生明了这种角膜 炎是一种不同 以 

往的角膜病变 ．紧接着让他们根据寄生虫知识 分折阿米 巴原虫 

的检测方法和防治 。一个注重 临床基础 知识讲解 的教 师传递 

给学生的信息应 该是 相关学科知识 互相衔 接。使 其掌 握了 基 

础知识 ，医疗人才培养已成功 _r一半。 

同洋 不可忽视建立在基础知识 上的临床知识 内容。由于课 

时有 限，耐于一些纯属病 原生物学专业 人员 应理 解的．或 与临 

床实践关系不 甚紧密的内容 一一带而过。授课案 纫J：讲 授感染性 

葡萄膜炎的内源性病因时．只需讲到细菌 、病毒 、寄生虫等病原 

体通过血循环 侵入葡萄膜发病 ，注重讲解葡萄膜炎 临床 表现 即 

可，该病 因葡萄膜炎发病 率较低 ，故不宜 对这些病 原体做 深入 

分析 

1．2 教 学形式活 泼 传统的教学 总是 以教 师为 主导，学 生 只 

是被动的接受信息 ，该教学模式教学效率 不高。通过 改 良教学 

形式 ，促进帅生的 良性 多边互动 ，寓 乐于教学中 ，愉悦学 生的学 

习情感 ，提高 了教和学 的效率 例如 ．Cook的随机化研 究显示 ， 

学生乐于接受基 于临床案例 的教学 ．故此 ．为 了充分发挥 学 

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加了病例泔论。教师根据 

教学 内容提供 临床病例 ．让学生充分思考 、踊跃回答 ，教师再进 

行总结 ．通过这种形式 ，实现 大量信息 在师 生间的双向互动 ． 

提高 了学生学 习的 主观能动性 ．锻炼 了学生 辨析问题 、解决 问 

题的能力，真正达到理解性 学习。 

1．3 教 学方法 多样 教学 中视实 际情 况的 不同 ．采取多种 灵 

活的教学 方法 ，实现教学方法 的台理性和科学性 。 

概念性 的问题多以讲授式的教法 为主，以启发式教学思 想 

为指导。迅速 、系统地向学生 讲授 ．重点把 握教学 的条理 性、语 

言的精确性 、趣味性 。如讲解单纯疱疹病 毒性 角膜炎时 明确指 

出此病系 纯疱疹病毒I型感染，同时戏称此病毒潜伏在眼部 

三叉神经 中，傲似潜伏的问渫．伺机而动 ．以此 风趣的描述提 升 

学习兴趣 。在疾病的临床表现中，多 为讲授式 和问题探讨式教 

法卡fj结合，科学组织 救学内 容，注重激 发学生 的求知欲 望和 积 

极的思维活动 。在讲授疾病 治疗 内容时 ．实施讨论 教学方 法 ． 

不让学生看书 ，以学生 为 主体进 行分组讨论 ．培 养学生 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启迪创造性思维 。多媒体技术 具有 丰富的教学 

表现 }段 ，授 课信息 明显增 多 、，多媒 体技 术 的应用有 助于 眼 

科学 中病原生物学 内容的形象化教学 ．例如在真菌性 角膜炎教 

学巾。腰示将 角膜 刮片染 色的病 理 图片和 共聚 焦显 微镜 的 图 

像，使微观结构宏观化 ．教学 内容形象化。 

教学过程中，在课堂授课的 时 ．穿插进行l临床科 室授 课。 

临床常见的疾病理论 授课后 ，组织一 次临床 观摩 ．教学地点 为 

眼科病喏和门诊 ．主要 以观看手 术录像、典 型病 人的检查 和痫 

例讨论等形式，教学过程中尤其注重病 原生物学的理论 知识 与 

临床实际的联系。例如 ．_-一些病 生物相关的眼病有 相当多的 

内容是角膜病 ，无论是教材 ．或足多媒体 图片．对其临 床体征的 

描述都不够立体 ．因此 安排 了裂隙灯 显微镜 检查 的教 学 ，学 生 

可以看到这 病原体对活体角 膜组 织的损害 通过』}{}i床观 摩， 

使学牛埘所学知识 有了直观认 识，通 过第一 时间 的实践 ．及时 

将 本』一的理论 变成 鲜活 的知识 。征有 限课 时 充分 利用 的同 

时．教学 内吝和效果最大 化 ： 

1．4 注重德育和创新 意识的培奉 现代医学教育 中更 应注重 

学生个人职 业道德教 育及敬业精神 的培养 ；同时 ，21世纪是创 

新的世纪 ，医学 生必须树 立坚定 的创新信 念。 。因此 ．在教学 

中尤其注意对德育和创新意识的培 养。授课案例 ：沙眼的病因 

讲解时，指出世界上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由我国病原生物 

学家汤飞凡与眼科学家张晓楼用 鸡胚 培养法完成 的，此前沙跟 

衣原体 的分离与培养一直是世界医学界难以攻克 的难 题，他们 

二人通过病原生物学 和眼科学的紧密合作．共 同为中国医学界 

赢得 了光荣和尊重，令人敬佩的是张晓楼 又是我 国首位捐献出 

自己角膜的眼科 学家 。用这 个实 例激 励学生奉献社会 、探究科 

学、执着进 步的信念。 

2 教学信息的反馈 

了解学生对教学情况的评价 及建议 ，有利于 教师发现 自己 

教学 中的优缺点 ．及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2．1 课堂及 时反馈 及时的课题反馈可 以使教 师第 一时间了 

解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情 况，有利于教师迅速 调整 自己的教 

学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可以使学生及时 了解 自己掌握 知识 的不 

足．有利于改进学习方法 。 

在讲授的重点内容中，视情况安排学生对新知识进行思考 

和提问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 除疑惑 ，同时 ，教师应 激励学 生 

积极参与 ．只有大多数学生参与其 中，教师才能得到全面 的、正 

确 的信息反馈 。教师对学生反馈 的信息要认 真回应．不把提 问 

流 于形式 ．应将正确的答 题思路 、方法 、结论做 一详尽 总结 ．实 

现信息流的双向反馈。 

教师收集反馈信息 的重要方式 就是通 过精心设 计 且针对 

性强的课堂练习 ．这些练 习虚 切实贴合 刚刚 讲授的 内容 ，教师 

应根据反馈信息 ．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讲 授棘阿米 巴角膜 炎的 

相关的 内容后 ，下课之前 5 min，以多选题形式实施课 题练习 ． 

内容主要包括 ：1)棘阿米 巴原虫 的生活史是怎样 的?一～反映 

学生对此 寄生虫生活环境 的印象 ；2)棘 阿米 巴原虫如何侵入角 

膜?一 反映 学 生 对 发 病 机 制 的 理 解；3)临 床 表 现 是 什 

么?一 一反映对临床知识的了解；4)你认为哪种 检查方法是无 

刨伤 性 的 (共 聚 焦 显 微 镜 、PCR、免 疫 学 检 查 、棘 阿 米 巴培 

养)? 一反映学生对诊 断方法优缺点 的认 识。课 堂练习 回顾 

了授课 内容 的重点和难点 ．根据 学生的答题 情况 ，教 师可在下 

节课 中用 2 min做 一回顾 ，重点讲解错误率较多的内容 ，借此实 

现师生问互动性的反馈 。 

2．2 信息员反馈 建立信息 员制度 ，每 个班级设 嚣 5个 信息 

员 ，发放不记名式教学效 果反馈表 ，内容包括教师教学态 度、教 

学 互动性 、教学 内容难易度 、教学方法 丰富程度和合理性 、能甭 

反映实践的需要和学术新动向等。通 过这种反馈方式 ．客观地 

了解学生对教学的真实想法 ．发现一些真实存 在的问题。例如 

有学生提出 ，不清楚角膜 刮片检查病 原体 的过 程 ，于是在 见习 

课 中特异安排学 生观看实 际操 作，既满 足 了学 生的求 知欲 ，又 

深 化了临床印象。 

教学是一 门永无止境的艺术 ，多元化的教学对病原生 物学 

相关眼病的讲授是 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需 要强调的是 ，教 学过 

程 中“教无定法”，实际情况应实际分析 ，根据不同的学习 内容、 

教学对象等要素进行科学的安排 和实施。尤 其应 注重 各学 科知 

识 的衔接 、基础与临床知 识的呼应 ．真正 把医学 生培养成 全面 

的 、复合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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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也是值得探索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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