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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综合了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和医学寄生虫学的实

验, 独立为一门新课程。课程内容按照基本实验、综合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三级设置。设计

性实验没有给定题目, 要求学生自己拟题。学生必须综合三门课程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

技术, 设计并完成设计性实验。本课程的教学能达到培养学生基本操作技能、创新思维能

力和全面素质的目的。进一步完善后, 值得向各医学专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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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ology and Pathogenic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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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al medical immunology and pathogenic biology is a new course which 
contains all experiment courses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medical immunology, and medical 
parasitology. The teaching conten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ades: Grade Ⅰ (foundation ex-
periment), Grade Ⅱ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and Grade Ⅲ (designing experiment), in 
which the designing experiment is not assigned definite titles.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hink their own titles and then design and complete the designing experiment, using experi-
ment skill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the three subjects. Teaching of the new cours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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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practical skills, abilities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of the 
students. The new course deserves promotion to medical specialties after improved. 

Keywords: Experimental medical immunology and pathogenic biology, Designing experiment, 
Experiment teaching, Teaching content 

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和医学寄生虫学

是医学院校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这三门课程实

践性很强, 实验课教学是这三门课程的重要环

节。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后续课程的

成功开设及今后能否胜任相关工作, 所以提高

实验课的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的关键[1]。在上述

三门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下, 学生对实验课不够

重视, 因为最终考核的是理论成绩, 所以在教学

中常有忽视实验课教学的现象 , 教学效果不够

理想。 

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和医学寄生虫学

这三门课程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有广泛的

学科交叉, 特别是医学微生物学和医学免疫学这

两门课程在学科发展史上密不可分。2010 年以来, 

为了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 

改善这三门课程实验课教学质量, 成都医学院教

务处将这三门课程的实验课合并为一门新的课

程——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 独立于理论课之

外。课程内容按照基本实验、综合实验和设计性

实验三级设置, 总学时 42 学时, 学分 2.5 分。课

程中设置了三门课程综合的设计性实验, 学生必

须综合三门课程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技术, 完

成设计性实验。这样的教学方式比单学科的设计

性实验更能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 更能激发学生的原创精神。通过三门课程综

合实验的设置, 使实验课教学从传统课堂教学的

束缚中剥离出来, 更好地达到培养学生基本操作

技能、创新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教育目标, 为

学生今后的临床课程学习、医疗实践或科学研究

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课程设置 

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和医学寄生虫学

的理论部分安排在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之前

讲授。在上实验课之前, 学生已经完成这三门课

程的理论知识学习。本课程的基本实验占 18 学

时, 综合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分别为 12 学时。基本

实验是本课程的第一教学阶段, 要求学生掌握基

本实验技术。例如：病原体及免疫细胞显微镜观

察技术、微生物消毒灭菌和无菌培养技术、抗原

抗体免疫反应技术等。综合实验是本课程教学的

第二阶段, 通过安排学科中重要并且综合性较强

的实验,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实验技术解决科

学问题的能力。这两个阶段的教学方式为传统教

学模式, 即教师先讲解示范, 然后学生操作, 学

生处于传统的被动学习地位。设计性实验是本课

程教学的第三阶段, 要求学生自主提出科学问

题, 运用基本实验技术和综合实验方法, 设计出

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案并加以实施(表 1), 力求达

到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的教学目的。设

计性实验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

教学模式, 要求学生有很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生处于主动学习地位。 

2  基本实验和综合实验教学 

在实验课绪论中, 教师首先向学生介绍实验

室规章制度和课程具体内容, 然后讲述设计性实

验的目的和管理方法, 并鼓励学生尽早与老师交

流设计性实验方案。基本实验和综合实验一般安

排 5 人为一个实验小组, 实验安排由浅入深,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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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课程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的授课内容 
Table 1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new course Experimental Medical Immunology and Pathogenic Biology 

编号 
No. 

授课内容 
Teaching content 

学时 
Hours 

1 入室教育和课程简介 1 

2 基本实验 1 微生物、寄生虫和免疫学标本观察 3 

3 基本实验 2 细菌的革兰染色 2 

4 基本实验 3 医学蠕虫实验 2 

5 基本实验 4 医学原虫实验 2 

6 基本实验 5 消毒灭菌 2 

7 基本实验 6 无菌操作与细菌的人工培养 2 

8 基本实验 7 细菌的药敏实验和生化鉴定 2 

9 基本实验 8 免疫沉淀、凝集实验 2 

10 综合实验 1 学生自身寄生虫感染检查 2 

11 综合实验 2 脓液标本中病原性球菌的分离鉴定 2 

12 综合实验 3 ELISA 法诊断乙型肝炎与弓形虫 2 

13 综合实验 4 抗血清的制备和应用 6 

14 设计性实验 1 开题论证 3 

15 设计性实验 2 自主安排实验 8 

16 设计性实验 3 报告撰写 1 

Total  共计 42 学时 

 
序渐进, 让学生逐渐掌握各种实验技术和仪器设

备, 逐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为后续设计性实

验奠定基础[2]。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首先讲解实

验理论和操作步骤, 然后示范操作, 最后由学生

分组进行实验操作, 这部分内容的教学方法与传

统教学模式相同[3]。实验课教学要求教师讲解时

采用多媒体教学, 课件中的图片要清晰、动画设

计要简洁; 教师示范操作时要规范; 学生操作要

严谨。 

3  设计性实验教学 

3.1  设计方案 
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 设计性实验教学一般

都是教师给定题目, 再由学生设计实验方案, 然

后具体实施[4−6]。课程融合改革以后, 我们安排的

设计性实验没有给定题目, 而是要求学生自己拟

定题目。设计性实验的教学可分为三个环节: 一

是设计性实验题目的提出和论证; 二是实验的组

织和实施; 三是实验报告的撰写。设计性实验的

精髓应该主要体现在“设计”上, 所以学生自主拟

出题目并完成方案是设计性实验教学中最重要

的环节。在本课程绪论课教学中, 教师应该提示

学生在做基本实验和综合实验的同时, 思考自己

的设计性实验题目, 以便提出自己的实验方案。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 在设计性实验方案论证

课之前, 大概有 20%的同学与老师交流实验方

案。对于主动前来交流的学生, 不管提出的设计

性实验方案如何, 我们都进行耐心的指导, 并注

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好的想法, 可以通

过指导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和反复讨论, 促使学

生形成书面的开题报告。对于学生不成熟的设计

方案, 我们也非常慎重, 避免使用过多的负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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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鼓励学生多查阅相关文献, 促使学生深入思

考, 对自己的设计题目进行改善或提出全新的想

法。 

3.2  设计性实验开题论证课教学 
设计性实验的第一次课为开题论证课, 目的

是筛选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设计性实验方

案。开题论证委员会由两名教师、一名实验员和

一名秘书组成, 负责评价设计性实验方案的创新

性和可操作性。秘书由学生担任, 主要负责记录

论证过程和时间把握。方案设计者的讲述时间为

5 min, 讲述时要求采用多媒体手段展示, 以便节

约时间。方案设计者讲述完毕后, 由论证委员会

提问。提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 (1) 为什么

要做这个设计性实验？实验的科学意义和应用

价值是什么？(2) 针对实验内容提问, 即设计性

实验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3) 实验的预期结果, 

或在实验未达到预期结果时该怎样处理。鼓励学

生向方案设计者提问, 对设计方案提出合理建

议的学生可获得平时成绩。基于时间关系, 每班

最多论证 20 个设计方案。根据论证情况, 主讲教

师最终确定设计性实验方案。具体实验时, 可根

据各专业班次人数, 确定每班实施设计性实验项

目的数量, 一般每 6 名学生一个实验项目。通过

论证的设计性实验方案在教师的帮助下进一步

完善, 确保实验的全部操作过程均能在本实验室

完成。 

在我们已完成教学的班级中, 每个班实施的

设计性实验项目在 7−12 个左右。其中有代表性

的设计性实验方案有: 检测杜仲、连翘、大蒜和

生姜四种药用植物的抑菌效果; 同学中乙肝表面

抗原阳性率调查; 毛囊炎病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分离鉴定; 学生实验室空气中微生物测定; 同

学间蠕形螨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学院驻地常见

医学昆虫的种类组成调查; 四川部分地区泡菜水

中乳杆菌的分离鉴定等。 

开题论证是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方

式, 学生分为被论证者和听众两种角色, 教师扮

演评委的角色。开题论证课既严肃又活泼, 学生

兴趣浓厚, 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严谨、创新的科

研思维, 教学效果良好。 

3.3  设计性实验方案的实施 
设计性实验的分组和基本实验的分组不同, 

由方案设计者在全班范围内选择小组成员, 每组

的成员数控制在 5−8 人。各设计性实验小组在实

验员和教师的帮助下安排好实验计划, 所需试剂

和仪器在实验员处登记领取。为了保证设计性实

验的顺利实施, 实验室设置为开放性实验平台, 

开放时间规定为 08:00−22:30。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时间安排随时到实验室做实验, 实验员和教师轮

流值班, 实验结果经值班教师检查后拍照或文字

记录保存。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 各实验小组

做设计性实验的热情普遍较高, 尤其是设计者。

在实验过程中他们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 尊敬教

师和实验员, 表现出了应有的科学精神。多数实

验小组能顺利完成实验计划, 实验结果大都较为

理想, 仅有少数没有得到预期的实验结果。 

由于受学时及学生基础实验能力等条件限

制, 设计性实验一般难度不大, 例如杜仲、连翘、

大蒜和生姜四种药用植物的抑菌效果实验, 就

没有提纯药材的有效成分进行精确的试验, 而

是以初提物代替。设计性实验的目的主要是培养

学生的探索精神, 而不仅仅强调实验本身的学

术价值。 

3.4  设计性实验报告的撰写 
课程要求每个设计性实验小组写一份实验报

告, 作者为全组成员, 署名排列顺序由实验小组

组长决定。实验报告格式为论文格式, 主要由以

下六个部分组成: 标题、作者、前言、材料和方

法、结果和讨论、参考文献。要求写作论文式实

验报告, 是为了培养学生写作科研论文的能力。



潘渠等: 新课程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的教学体会  405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实验报告写好后, 教师对实验报告进行评审, 并

提出修改意见。学生根据教师的指导反复进行修

改, 直至符合论文式实验报告写作要求为止。从

实施效果来看, 大部分设计性实验报告完成得不

错, 成绩在 80 分以上, 只有少数设计性实验报告

不够理想。在教学过程中不少实验报告非常优秀, 

令教师印象深刻。其设计性实验报告数据准确、

论述充分、有较强的创新性, 并结合实验结果提

出了具有应用价值的设想。有的学生甚至在课程

结束后, 仍然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继续做补充

实验, 撰写的论文已被专业学术期刊录用。很多

学生在做了设计性实验后, 产生了浓厚的科研兴

趣。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设计性实验报告, 进一

步指导他们撰写标书, 申请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

目, 如: 植物乳杆菌 PC101 质粒的分离鉴定等已

获得学院课题经费资助。 

4  课程考核方式 

本门课程的考核包括: 平时成绩 10%; 基本

实验和综合实验报告成绩 40%; 设计性实验报告

成绩 50%。设计性实验报告分数按学生署名先后

顺序依次按一定比例递减, 学生署名顺序由实验

小组组长根据学生参加实验的次数和积极程度

等具体情况拟定, 并由任课教师最终确认。本门

课程改变了过去单一以验证性实验报告为依据

的考核方式, 更真实地反映了学生对专业知识和

实验技能的实际掌握程度。本课程课终考试, 大

部分学生成绩优良。对于不及格的学生, 则要求

重修。 

5  教学总结 

通过教学实践, 我们觉得设置医学免疫与病

原实验学课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 实验

课独立成课并给予学分, 实现了三门课程的理论

和实验分开教学考核, 提高了学生对实验课的重

视程度, 促进了学生对这三门课程的全面掌握, 
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 设

计性实验的开设, 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并

解决课程范围内的科学问题。实验经历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 使他们受

益终生。(3) 设计性实验的分组考核方式, 不要求

每 个 学 生 都 做 出 设 计 实 验 方 案 , 只 需 要

10%−20%的学生提出合格的设计, 其余学生参

加实验小组即可。这样不仅保证了多数学生达到

基础医学课程教学目标,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

精神, 也为那些对本门课程感兴趣的学生提供了

深入学习的机会。(4) 论文式报告的写作培养了

学生撰写论文的能力, 为学生将来成为高素质医

疗卫生人才打下了基础。(5) 本门课程的多学科

综合设计性实验与本科生导师制教学相似[7], 打

破了学科界限, 培养了学生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

能力。(6) 本门课程的教学, 还可以发现学生中的

优秀苗子, 可以将其纳入创新性人才项目, 为学

生个性化发展创造宝贵的空间。 

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比传统课程的教学

难度大, 教师投入的教学时间多, 设计性实验的

开设也增加了实验室的管理难度和教学成本 , 

因此需要增加任课教师人数, 加强实验室管理

和投入。 

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独立成课并给予相

应学分, 是实验课教学改革的积极探索, 任重而

道远, 目前我们只是在临床医学和医学影像学

两个专业实施。这门课程经过进一步完善后可以

向医学检验、公共卫生、医学生物技术等专业推

广。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应该是如何更合理地设

置课程, 例如三门课程基本实验的合理选择, 综

合实验如何体现三门课程的有机融合等。展望未

来, 也许我们可以在医学免疫与病原实验学基

础上, 融入其它的医学专业基础课, 例如分子生

物学、医学生物化学等, 建设一门全新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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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综合实验学。其设计性实验横跨多门医学生物

类学科, 必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

综合运用能力, 更符合当今提倡的创新性教育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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