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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八年一贯制 "代谢与能量 "模块式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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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传统医学基础知识教育中存在的学习内容衔接矛盾、重叠、理论脱离实际、基础脱离临床、教师教法单一、学生学

法被动等弊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于 2009年对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进行了教学改革，以模块式教学代替传统教学模式。经过

两年的教学实践，在取得可喜的优异成果的同时，探讨模块式教学目前存在的弊端，为深化模块式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教学质

量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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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solve the defects present in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knowledge that content convergence contradiction,
overlapping, theory divorced from reality, from the basis of clinical, single teaching, and passive learn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2009 did the teaching reform for eight years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which use teaching modul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model. After two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we obtain excellent results, while promising to explore the current drawbacks for

deepening teaching reform and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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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块式教学的推出和应用

1.1 传统教学模式面临的弊端

在医学领域，传统的课程模式是以学科为基础的阶段式教

育，包括医学前、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学完包括组织

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等的基础医学课程然后进入到临

床医学课程。这种课程模式较好的保留了教材原有的结构体

系，各学科强调自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但缺乏灵活性和适应

性，忽视课程之间的呼应和交流，难以根据课本外的大量新信

息补充、调整和组织教学内容。这样的课程体系理论脱离实际、

基础脱离临床，学生反映医学基础课枯燥难学，临床医学教师

反映学生基础医学知识掌握不扎实[1-3]。传统教学方式不能再满

足当前对学生实践性，全面性，创新性和与时俱进的现代化要

求，丞需寻找一种新的更适应现代临床职业要求的教学方式[4]。

1.2 模块式教学

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强的模块式教学方式应运而生。模块式

教学摒弃传统教材内容划分章节，按部就班的陈旧讲授方式，

而是将课程内容划分为几个大的模块, 以一个案例或热点问

题，将相关的知识点整合串联起来，以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

内容为手段，使学生的知识掌握更系统，实践运用能力强，更贴

合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5-8]。

模块式教学实用性强，课程设置遵循理论与实践的相结，

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实现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的结合，

使学生不再死记硬背生硬的理论知识，在以后的岗位实现学以

致用，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模块式教学条理清晰，内容关联性强[9]。以一条清晰的主

线，将有关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用性强，更能适应社会的

发展，根据不同专业、层次学生的特点与，对模块内容进行实时

更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能充分发挥教师备课的创

造性，避免照本宣科，使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和谐融合，共同提

升；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真正提升学生在未来工作

实践中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物医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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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糖代谢教学课程讲解方式示意图

Fig. 1 The diagram of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1.3 模块式课程构建

模块式教学的产生已经展现了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

科学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性[4]。为了紧跟学科发展的步伐，

全面反映该学科的内涵，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于 2009年对八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进行了教学改革，充分整合各学科的课程，

以模块式教学为架构，强调多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10，11]。首先

对教学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课程体系以器官系统（或问题、病

例）为中心，以临床医学问题为切入点，根据各医学院校的特点

将基础各学科之间、基础与临床之间进行横向整合和纵向衔

接，改变以往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

合的模式，打破传统的医学前 -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三段式课

程结构，整体设置长学制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12]。整个课程

设置强调整体性，各阶段既有侧重，又互相联接和交错[13]。整个

课程体系注重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为指导，注重医学与

人文、生理与心理、预防与治疗的有机结合，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与医学人文贯穿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不断线，相互交错融合，

几次反复，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注意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并

重[14-16]。整个课程体系分为两大块：第一部分是人体疾病与健康

导论，整合解剖、生化、生理、免疫、组胚、微生物、寄生虫、病理、

病生和药理这些基础医学课程，包括人体构造、分子，细胞与组

织、代谢与能量、机体防御与免疫、医学遗传与胚胎发育、病原

生物学、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导论和药理学总论八个模块；第

二部分是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整合课程，整合了部分基础医学

课程如诊断、影像等和临床医学的内容，包括神经系统、循环系

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生

殖系统八个模块。

2 "代谢与能量 "模块式教学的实践与效果

2.1 改革教学内容，构建 "代谢与能量 "模块
2009-2010学年第一学期开始了模块式教学的改革，将基

础医学课程划分八个模块，其中由生物化学教研室承担《代谢

与能量》模块的教学。

在课程改革之初，我校组织有关专家、教授进行充分讨论，

并借鉴其它院校的经验，构建 "代谢与能量 "模块。该模块整

合了原生物化学教学内容中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代谢调节；

生理教学内容中的体温调节和病理生理教学内容中的发热。以

物质代谢与能量代谢为根本，将正常的机能状态（体温调节）和

异常的疾病机能状态（发热）融合起来，使得医学生获得清晰的

相关知识。

2.2 "代谢与能量 "模块式教学实践

按照整合的 "代谢与能量 "课程模块的要求，我校制订了

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注重学科间的

有机联系，加强学科间的合作。如图 1所示，在讲解糖代谢这一
部分时，我们以体温调节为切入点，引出维持体温的关键物质

基础 -血糖，通过血糖来源 -代谢 -去路三部分将基础代谢、生

理病理等知识点串联统一。血糖来源中结合激素调节，代谢中

讲解氧化供能和无氧酵解的具体过程，去路中强调与脂肪、蛋

白质等代谢物质的相互联系，将代谢的三大物质有机整合。并

随时抛出相关病例，请学生思考其中涉及哪些代谢与能量方面

的知识，从能量与物质代谢的宏观角度把握各病例之间的内在

联系。

在教学中，我们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并用，激发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准确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上课形式多样化

我们的上课形式包括理论课的教学与讨论课的学习。

（1）在理论课的教学中以教师授课为主，但注意加强与学

生的互动，并加强英文的教学。

（2）在讨论课的学习中，事先选择好讨论内容，内容主要

立足于基础，适当联系临床。每组选一个内容，选派 1-2个代表

发言，但每人均必须准备应上交的书面材料。在材料的准备与

发言的过程中，学生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献检索、自学、总

结、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考核评定多样化

《代谢与能量》课程的考核由平时学习成绩和理论考试二

个部分组成。平时学习成绩占总分值的 30%，期末理论考核占

总分值的 70%。

（1）平时学习成绩

由评价学生是否参与互动教学、翻译与讨论课成绩 3个部

分组成。将学生的积极互动和主动参与在成绩考核中体现出

来，不仅是对学生自主学习的肯定，更能激发学生在课上认真

思考，自愿配合的愿望。在理论课上，教师对学生参与互动教学

情况进行评分。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参与互动，对参与较少的

学生以提问的方式使其加入互动教学过程。在课程结束时，发

给同学一些英文资料并进行翻译，使学生掌握专业词汇和这一

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始终与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接轨。

设置小班讨论课，讨论课上要求学生自主提出问题，查阅

准备材料并根据知识点回答问题。

（2）理论考试

理论试卷的题型包括单选题、结构式、名词解释和问答题。

不仅考核知识覆盖面，还要考核学生对内容理解的深度和综合

分析能力。外文试题占百分制卷面分的 20-30%，如学生采用外

文答题，较优秀者可考虑适当加分，由阅卷教师提出后，教研室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2.3 "代谢与能量 "模块式教学实践效果
2.3.1 学生的主动性和考核成绩提高 自实施代谢与能量模

块式教学改革以来，平时上课的出勤率上升，课上氛围活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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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学改革前后各级学生成绩示意表

Table1 The table of all levels student score that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reform

人数（比例）

成绩

08级 09级 10级 11级

改 革 前 改 革 后

< 60 5(5.3%) 4(4.3%) 1(1%) 2(2.1%)

60-70 22(23.4%) 9(9.6%) 8(8.1%) 8(8.3%)

70-80 32(34%) 29(30.9%) 18(18.2%) 16(16.7%)

80-90 30(31.9%) 43(45.7%) 48(48.5%) 56(58.3%)

>90 5(5.3%) 9(9.6%) 24(24.2%) 14(14.6%)

总人数 94 94 99 96

对老师提出的思考性问题，学生一般主动举手回答。学生的平

时表现反应在最终考核成绩的进步，如图 2所示，在医学院 09

年实施改革以来，至如今两届学生的考核成绩较之前两届明显

好转，不及格率下降，90分以上的优秀率上升。
2.3.2 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 为加强理论联系实践，我们授课

时采用了实践 -理论 -实践的总分总模式，先以医学实例为切

入点，串联讲解相关的理论知识，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讨论新的案例，既能吸引学习的兴趣，又能使学生掌握怎

样在实践中运用理论。讨论课的开展使学生能敏锐的发现问

题，自主的查阅材料，全面深入的分析问题，在不断重复复习理

论知识的同时，又能了解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

3 进一步完善 "代谢与能量 "模块式教学的思考

3.1 总结

代谢与能量模块式教学方式实施以来，学校教学质量得到

明显提升。学生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反应素质教

育培养综合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频繁，相

互促进共同进步，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目前还存在一定的欠缺，

有待深入和完善[17，18]。

3.2 不足和欠缺
3.2.1《代谢与能量》的课时数太少 整个《代谢与能量》模块

的课时数为 27，授课内容包括酶和维生素、糖代谢、脂类代谢、

生物氧化、蛋白质分解与氨基酸代谢、核苷酸代谢、物质代谢调

节、体温调节与发热以及讨论课。课时数与传统的生化课程相

比较，被极大地压缩，导致上课时进度过快，很多重要的内容没

有时间进行讲解，例如在物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的维生素仅有

不到 1课时的学时进行讲解，而能量代谢中的基本内容 --生物

氧化一方面由于《从细胞到人体》模块对它进行详细的介绍，另

一方面由于课时数的原因《代谢与能量》模块几乎没有进行讲

解；同时由于课时数的原因，在课堂上很难对于授课内容进行

知识的延伸与拓展。

3.2.2 模块式教学效果显著 成绩优异，进展迅速，正快速替

代传统章节式教学，成为目前应用广泛的先进教学模式。但与

之配套的教材建设进展迟缓[19，20]，学生还只能通过教师的课上

降解和课件进行学习和复习，却无法完成课前的预习任务。因

此加快相应的教材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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