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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在医学研究生病理教学中构建“学研交互式”教学体系，强化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地位。方法：结合学科发展与研究生关心的课题，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改革，积极探索从先进理论、操作技能、

创新能力三个层次的学研渗透与交互。结果：构建“学研交互式”教学体系，即先进理论知识先学后研、病

理技能学研并进、创新能力先研后学。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有效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结论：在医学研究生病理教学中构建的“学研交互式”教学体系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

高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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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医学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和创

新型人才的主要渠道。病理学是临床学科与基础学科的桥

梁，也是临床各种疾病研究的基础，如果病理基础缺乏将直

接影响到研究生后期的学位课题和论文的进度、质量。南通

大学于2000年在医学研究生中开设《病理临床与进展》课程

作为专业基础课或公共学科研究生的选修课，经过12年连

续十二届(99级-2012级)医学类专业研究生教学，探索与构

建“三层次学研交互式”教学体系，在教学实践中提高了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实践能力和激发了

学生的创造力。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和

辐射作用¨⋯。

《病理临床与进展》课程采用研究生教材《病理学临床

研究的基本问题》口J，主要介绍病理学科前沿发展的趋势，疾

病病理改变的新发现，基因诊断的方法和病理学研究的最新

动态。课程教学中分三个层次进行“学研交互式”教学模式

的实践。

一、先进理论．先学后研(第一层次)

生命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理论不断涌现，特别是分

子病理学基础如细胞凋亡、细胞自噬、于细胞研究、黏附分

子、细胞周期的调控、端粒与端粒酶、信号传导途径等，或在

肿瘤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肿瘤血管形成、肿瘤侵袭转移

机制、肿瘤形成的基本理论、基因治疗肿瘤的策略、在肿瘤中

糖蛋白糖链功能的意义，及常见肿瘤肺癌、胃癌、肝癌、乳腺

癌、宫颈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淋巴瘤、脑胶质瘤的WHO

病理分型与TNM分期及相应的研究进展，这些均是医学研

究的重要课题。

1．主讲教师课前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分准备，强调“颏”，

注意新技术、新理论发展的动向及时补充，将高水平的科研

成果融人教学，将学科发展的薪理论进行整合、衔接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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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传统课程教学内容的壁垒，以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

为主线，从现代病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出发，按照知识内容

的层次，渐次递进，构建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章节体系。

2．在该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人师表而富于创新开拓精神

的激情演讲，围绕本学科最新的学术理论，学术争论、科研假

想和发现路程，系统介绍先进理论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意义。

同时通过制作图象清晰、重点突出，时代感明显的精美课件，

激起了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和关注度”。。教学方法上强调

“活”，以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方式为主，在理论教学

引导下展开讨论，或提出问题与寻找答案，尽量避免“满堂

灌”的形式来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引导学生对临床和病理学

研究中的特别事件如淋巴结增生良恶性的鉴别，乳腺交界性

病变、胃肠道间质瘤的认识以及公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如艾

滋病、环境与疾病、衰老与抗衰老的研究进展中的各主要学

术思想观点和流派特点进行综述。同时引导学生讨论病理

与临床的关系，伦理道德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教学互动的参与度。

3、课后对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是把握教学质量和推动

学生的学习向最佳方向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主要借助于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进行，它

主要测试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而不能反

映出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研究生病理考

核中采取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特别是开卷内容有较多的灵活

性和不确定性，常无标准答案可查，如细胞自噬和凋亡的关

系，干细胞应用与伦理道德的碰撞等。既客观的检验和保证

了教学质量，又注意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发散思维方

式、解决问题和刨掰创造的能力。

=、病理技能。学研并进(第二层次)

创新源于实践、能力源于实践、素质源予实践、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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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是学生巩固理论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

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在实践教学环节上强调“实用”，通过

开放实验室和数字化实践教学内容，开放课程网站(1)ht-

tp：／／bingli．ntu．edu．cn；(2)http：／／jpkc．ntu．edu．en／ee2006／

CA71／Index．htm)p。，由专职主任技师不限时的带教，开设免

疫组化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电子显微镜技术等培训内容。

显微数码互动教学系统有利于学生阅片技术的培训。

该系统包括数码显微镜系统、图像处理系统、计算机软件系

统、语音问答系统等部分，主要由一台教师端计算机、一台

320万像素数码显微镜及100台学生端计算机和100台学生

用200万像素数码显微镜组成。学生在使用中通过图像处

理和保存功能对病理图像进行捕捉照相处理和保存。教师

能与单个、部分或全体学生进行声像俱全的生动的，手把手

式的实时互动教学，并通过该系统对教学实时浏览和全程监

控。教学使用中达到师生双向交流、实时互动。

目前学科已经添置开展数字化教学的虚拟仿真网络实

验系统软件(数字切片系统)，配备有HP服务器等。已经准

备了人体各系统器官常见疾病360种(19080张)教学切片，

正在通过线扫描方式的光学图象扫描制备研究生数字化病

理教学切片库。单线扫描每个像数可达到24bit化，比传统

的每个像数8bit化分辨率更高，图象质量更好。将病理切片

制作成全片数字化图象(WSI，whole slide image)即数字切片

(dig蹦slide)或虚拟切片(virtual slide)，使学生可不通过生

物显微镜直接在计算机上进行WSI阅片。数字化病理教学

切片库可以通过局域网或互联网建立病理学信息平台，便于

数字化病理教学切片的共享，而且可以通过用户认证进行一

定范围的病例讨论。数字化病理教学切片库的建成将丰富

学生的学习资源，现实与虚拟有机结合，打破时空限制，迸一

步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宽教学平台。

加强对研究生科研思路的培养，设置部分“自学”内容和

研究目标，引导学生自学过程中结合研究课题查阅文献，提

出科研假设，利用开放实验室进行预实验，有针对性的指导

学生撰写综述，开展读书报告，帮助学生分析与总结预实验

结果、修改与点评学生自学成果。以自选、开放、滚动式的实

践教学开放新模式：基础性实验一专业实验—创新性实验，

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提高了教学质量，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研

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强化对学生病理操作技能的培养。

三、刨新能力。先研后学f第三层次)

除了病理开放性实验室始终面向研究生开放外，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百奥迈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也为本学科教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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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技术支持。百奥迈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家科技部、

卫生部共同授予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基地——小核酸创新药

物孵化基地(编号2011ZX09401-012)，由全国博士后管理委

员会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由江苏省科技厅授予江苏省核

酸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1年)和由江苏省科技厅、财

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共同授予国家创新技术企业(2012

年)。该公司拥有全球独创的全位点小核酸文库的高通量生

物合成技术及完善的科研设施包括：细胞培养室、基因扩增

室、基因克隆室、蛋白质表达／纯化室、DNA测序室、核酸合成

室、DNA、RNA分离室等专业实验室，可以为医学研究生创新

研究提供设施一流的技术平台。公司与本课程教学保持密

切联系，共同承担研究生的带教与管理工作，分别为研究生

科研工作配备科研助理，及时解决研究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研究生在利用这些技术平台开展创新实验中不断完善研究

计划，完成课题研究。“先研后学”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

思维空间，使学生得到了早期科研道德、科研意识和科研方

法的综合训练。

综上所述，该课程目标明确、特色鲜明，围绕“学研交互

式”教学体系，在教学内容强调“新”，教学方法上强调“活”，

在实践教学环节上强调“实”，从而加强了对研究生科研思路

和能力的系统培养。由于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紧跟医

学发展的前沿，兼顾临床、基础与公共卫生的专业，实用性

强，普遍受到学生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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