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15 NO.19 JUL.2015

doi: 10.13241/j.cnki.pmb.2015.1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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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讨论课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形式，是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适应我校的模块式教学改革需求，我们在以往的实践基础上，对生物化学讨论课的组织实施进行了系统优化，建立了科学合

理的衡量标准和考核方式，实行及时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估与反馈，实现了全面培养与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并充分促进了

教学相长。因此，讨论课作为一种课堂教学新模式，是培养学员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值得进一

步完善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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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Discussion
Course in Biochemistry*

Discussion course is a teaching mode whereby the students play major roles under i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 I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eaching method utilized in the cours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n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our past experience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odular teaching reform, we systematically optimized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 of the discussion course, establishe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riteria and evaluating method, and

carried out timely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and students' response for teaching effect, so tha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were improved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nefited from each other. Thus, as a new classroom-teaching mode, discussion course

serves as good ways and means for training the students in their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worthy of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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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能力是人才的核心竞争力,综合素质是人才创新能力

的基础条件[1]。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全面培养与提高学员综合素

质与能力日益成为教学实践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2,3]。作为

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讨论课在国际和国内的高等教育教学

中广为采用，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思维能力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1 讨论课教学模式的背景及现状

1.1 讨论课是国际上广为采用的教学模式

讨论课在西方的研究生和大学教育中广为推行和重视，最

初的形式是在教授的指导下，优秀的学生组成研究讨论小组，

师生定期集中，共同探讨研究成果[4,5]。上世纪开始，加拿大、美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校在进行临床前期课或临床课教

学中，开始采用一种称之为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的教

学方法，这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

组讨论式教学方法，目前已成为国际上广泛运用的教学模式
[6,7]。在此过程中，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一方面能促使学生

养成探究性学习习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批判思

维、创新、协作等综合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充分的师生互动，有

效地促进了教学相长。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在积极探索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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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实践中，开始尝试在大学教育中开设核心课程讨论

班、PBL教学模式等，旨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全面提高

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6, 8-12]。

1.2 生物化学讨论课需适应我校模块式教学改革

我校在 2011年本科教学改革中，开始推行医学课程的整

合和模块教学,并在临床课密切相关的模块教学中实施 PBL

教学。原有的“生物化学”与“医学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

三门基础课程整合成为新的“细胞与分子基础”模块，于本科第

一学年完成模块教学任务。但由于学员在低年级学习阶段对临

床相关问题并不熟悉，不适宜大范围展开以临床问题为牵引的

传统 PBL讨论。而我们从 2002年即开始在生物化学课程教学

中成功开展了物质代谢综合讨论课，受到了学员的广泛好评，

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13]。但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

进展迅速积累的现状下，在模块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以往的

讨论课模式已不能满足学员创新和综合能力培养的要求，因

此，我们从 2012年开始逐步对已有的讨论课从设计、组织实

施、效果评估与反馈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优化，并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本文就生物化学讨论课的优化与实施进行总结。

2 讨论课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2.1 加强教员的辅导作用，系统优化讨论课的组织实施

讨论课开设在糖、脂、氨基酸等几大物质代谢之后，共 3次

课 6学时。以往我们主要采用学员自由分组（每组 5-7人），课

前自主选题和准备幻灯，课堂利用 5-8 分钟汇报和质疑，课后

教员进行总结与点评。由于教员的参与度和辅导程度不足，讨

论课的呈现较为无序和散乱，表现为学员选题过于杂乱，内容

相对表浅，与生物化学内容结合不够深入，重点不够突出，展现

形式不够丰富等。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通过强化教员的引导和

辅导作用，对讨论课的组织实施进行了整体调整和规划，使其

高度组织化、有序化。

2.1.1 教学组论证讨论课设计与实施方案 由 4-6名主讲教

员组成教学组，全程参与和辅导讨论课。教员在教学准备会上

集体讨论、规划和设计讨论课，明确选题范围与涵盖知识点，并

论证讨论课的组织实施方案。例如，我们将 3次生物化学讨论

课由原来的“大杂烩”变成了“特色专题”，分设糖代谢专题、脂

代谢专题、氨基酸代谢专题以及其他专题，有计划、有组织、有

序地开展了讨论课。

2.1.2 师生协作优选讨论课论题和优化展示形式 充分发挥

学员的主体地位，鼓励学员拓展思维、大胆创新，学员预先提出

多项论题，师生共同讨论、初筛后最终确定选题；学员查阅资

料、制作幻灯，并且通过教员和每个小组成员协作共同改进和

完善。这样，在讨论课课堂上呈现的不再是“原生态”的幻灯和

讲演，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精品”，保证每一个论题都能吸引

并使听众有所收获。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学员的逻辑思维、

信息与知识获取能力、幻灯制作技术、语言表达和讲演能力、沟

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意识等综合素质和能力均能够得到了全

面的锻炼和提高。

2.2 优化讨论课考核评估方式，设立科学合理的衡量标准

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

是我们开设讨论课的终极目标，也是医学生教育的核心内容之

一[14-16]。而科学合理的衡量和考核方式，不仅可以忠实地反映学

员的综合实力，筛选优秀人才，更能促使学员有的放矢地自我

完善和改进。尽管以往我们也根据学员的综合表现进行打分，

评出优胜者并给与物质和精神奖励，但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

的评判标准，难免部分论题流于“表演”并且获得较高主观分；

另一方面，由于讨论课表现如何与成绩无关，部分同学不予重

视，不愿付出时间和精力，不利于综合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们

新设立了讨论课的衡量标准和加分机制。

2.2.1 设立讨论课衡量标准 根据选题是否适当、内容切题与

否、能否紧密结合生物化学知识或进展，是否将所学灵活致用，

是否具有启发性，展现形式是否恰当，逻辑思路是否清楚，课堂

表现力和感染力如何，是否具有课堂控制力等等，从多方面综

合评估，制定了量化评价标准，从而全面合理衡量学员的综合

表现，最后由 3名教员、4名学员代表进行民主评议和评分。

2.2.2 建立独立于理论考试的评价体系 按照评价标准评分，

评出不同等级奖项，颁发证书，并将打分结果经过换算直接加

分到课程的最终成绩总分。这样，一方面可以纠正少部分学员

只重视课本知识和考试成绩、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思想

认识误区；另一方面，可以弥补现有考核方式的偏颇———仅凭

学员的卷面考核成绩“定乾坤”，转变为较全面地检查和评估学

员的综合能力。

我们在 2012至 2014级五年制本科学员（约 650人 /届）

中采用了新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所有学员依据讨论课的综合

表现最终可获得 2至 6分等不同等级的总成绩加分。这些成绩

在统计时独立于理论课考试卷面成绩，以衡量学员的综合能

力。其中，2012级五年制本科学员目前（第五学期下半期）已结

束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进入为期 3个月的基础医学综合实验

课题设计和实施阶段。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在讨论课中获得高分

的学员在该阶段的表现均较突出，包括自行联系导师、确定课

题、设计方案、撰写综述等，学习工作效率高，沟通协作能力强。

因此，新的讨论课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传统考试成绩的有

效补充，能够较为全面衡量并有效敦促学员重视综合素质与能

力的培养与训练。

2.3 建立和完善讨论课教学效果反馈，充分促进教学相长

教学效果的好坏是评估教学改革方案成功与否的重要标

志；及时有效的教学效果反馈和有针对性的改进又是促进教学

相长的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17]。我们以往并未对讨论课的教

学效果开展系统科学的调查研究，仅仅停留在学员的直观反映

层面。基于此，我们通过设计专门调查问卷、开展师生座谈会进

行反馈，教学组汇总分析和总结，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与方案，

并建立系统的讨论课文档，以充分促进教学相长。

2.3.1 设计反馈调查问卷，集思广益 就讨论课的总体设计是

否合理，能否拓宽视野和启迪思维，是否有助于学以致用，讨论

主题和内容是否切合生物化学，课堂呈现形式是否恰当，对自

己和辅导教员的全程评价总结以及期望自己在哪方面能力得

到提高、教员在哪方面进一步及如何改进等等，从各个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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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设计了专门的、详细的问题和选项，未能涵盖和体现

的方面通过开展师生座谈会的形式，征求学员对于讨论课的意

见和建议以补充。例如八年制学员在调查反馈中建议幻灯汇报

结束后可以模拟毕业答辩设计 1-2分钟现场问答，不仅有助于

活跃课堂讨论气氛，更能锻炼汇报者和听众的思维和反应能

力。我们在下一届人数较少的八年制和四年制学员中纳入现场

问答环节并作为评分依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对讨论课

的组织和实施，通过学员充分参与和建议，集思广益，以臻完

善。

2.3.2 建立讨论课文档，丰富教学素材 教学组在讨论课结束

后对问卷调查、师生座谈会进行了汇总分析和总结，就学员提

出的建议和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和方案，在下一届学员的

讨论课教学中付诸实施，切实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教学组收

集学员的讨论课幻灯，并按照主题词进行归类存档，建立了详

细的讨论课文档。例如，2013级学员讨论课依据参考的讨论主

体范围，有关糖代谢与疾病 25篇，脂代谢与疾病 29篇，氨基酸

代谢与疾病 30篇，核苷酸代谢与疾病 6篇（主要集中在痛风），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代谢与疾病 6篇，非营养物质代谢与疾病

（集中在酒精）8篇，知识要点的总结与回顾 11篇，以及其它内

容 16篇。这些内容共涉及了近百种与物质代谢相关的临床疾

病类型，对糖尿病、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肥胖、苯丙酮尿症、

白化病、痛风和肿瘤显示出了比较集中的兴趣，对日常生活中

的饮食、饮奶、饮酒、食品添加剂、减肥、甚至对课堂上的“嗜睡”

现象均提出了基于生物化学层面的认识与理解，使生物化学的

课堂知识深入到了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各个领域。这些集大成的

题材不仅可作为学员在生物化学学习过程中拓宽视野、丰富知

识结构的资源,也常作为很好的教学素材，为新老教员备课提

供参考和激发灵感，充分地促进了教学相长。

3 结语

注重培养学员的学习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创新型人才

培养的迫切需要和教学改革的重点[18,19]。而讨论课又是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手段[20]。我们在以往生物化学讨论课的

实践基础上，通过明确要求、强调设计、强化教员的全程参与度

等策略，对讨论课的组织实施了系统优化，建立了科学合理的

教学效果评估与反馈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历练了思维，实现了培养与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与

此同时充分促进了教学相长。因此，讨论课教学模式作为生物

化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员创新思维能力、提高

综合素质、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值得进一步完善

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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