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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专升本药学专业医学微生物学教学的改革探索 *

吴玉龙 1 程 梅 2 杜镇镇 1 李波清 1

(1 滨州医学院基础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2 滨州医学院护理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 目的：研究全日制专升本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方法及效果。方法：选取滨州医学院药学院 2010 年入学全日制药学专升本

学生 140 人，随机分为 2 组。实验组实施教学模式改革，对照组采取传统教授法教学模式。问卷调查对比两组学生对教师授课的

满意度，统计分析两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结果：实验组学生对教师授课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实验组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显著性。结论：对全日制专升本学生实施教学模式改革，做到了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改革后教学模式的教学效

果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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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teaching reform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curriculum for

full-time college to bachelor degree students. Methods: 140 students of pharmacy schoo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enrolled in 2010,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reform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bout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distributed to the students of two groups and results were compared. The students'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also statistically analyzed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a higher satisfaction degree to teaching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ory test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ative differences.

Conclusion: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for full-time college to bachelor degree students achieved an effect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of their aptitude, and promoted students to mater knowledge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The teaching effect of

reformation method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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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日制专升本是全国每年从应届全日制的高等专科院校

选拔优秀生继续深造，并且规定每年不能超过应届专科毕业生

的 5%，入学条件高，生源相对优秀，很多课程学生入学前在专

科院校已经学习过，进入本科后，对学生已经学过的课程如何

重新组织教学，一直是招收全日制专升本院校努力探索的问

题[1-4]。笔者遵循教育部“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要求，在剖析全

日制专升本教学中客观规律和学生心理特点基础上，改革教学

模式，采用各种措施激活学生学习时的动力状态和智力状态[5-8]。
现将全日制专升本药学专业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授课期班为我校 2010 年入学全日制药学专业专升本学

生。学生共 140 人，女生 57 人，男生 83 人，年龄 20-24 岁

（20.7±3.2 岁）。专科阶段所学专业均为药学专业，实习时间为

6-8 个月，学生已完成全日制专升本基础课教学。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性别、年龄、基础成绩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课前调查 实验组学生授课之前，充分调查学

生情况，做生源分析，了解学生需求。在本科阶段的课程开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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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做好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两个：

（1）专科阶段课程的调查。教师在本科阶段的授课开始前，

对学生专科阶段的课程设置、每门课程授课内容和学时分配等

做好充分调查，以便对生源有充分了解，在授课过程中做到有

的放矢。（2）学生对本科学习阶段学习期望的调查。调查学生本

科阶段学习的要求及目的。调查发现，部分学生专升本的目的

是毕业后更好的就业选择，结合现在用人单位更加注重实践能

力的特点，在本科阶段的授课过程中对学时分配应有所调整，

适当缩减理论学习的学时，增加实践学习的学时，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另一部分学生考专升本的目的是为参加研究生考试

打基础，因此在理论课的授课过程中应该注意知识的扩充、学
科新进展的讲解。

2)授课方法的改革（1）授课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绝大多

数章节采用案例引导式教学和参与式教学相结合的授课方法。
即具体某种微生物的讲授时，先给学生展示与该微生物相关的

典型病例（视频、多媒体课件），之后就该病例提出问题，帮助学

生回忆起以前专科阶段学过的知识，引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

对知识探索的兴趣。另外，有些专科阶段重点讲授的内容，在本

科阶段的授课中，可以采取让学生课前预习查阅资料，课上给

出一定时间，让学生登上讲台讲解、交流的方法的实施教学。
（2）建立课程的网络学习平台，逐步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习
题及其他学习资料放在网页上，这些资源的制作、更新、维护可

由学生参与。
3) 授课内容的改革 在本科阶段的授课过程中对实验组教

学方法和内容作出如下改进：（1） 各类微生物在讲授前开设一

次总论课。在总论课中，引导学生回顾该微生物的基本情况及

所致疾病和致病机制，总结该微生物所致疾病常用的实验室检

查及该相应疾病常见的症状和体征。使学生能够触类旁通，学

习某一种微生物时可以运用总论学过的知识进行一定自学。
（2）学科新进展的灌输。医学微生物学教材虽然是体现教学内

容的知识载体，但在反映学科的最新成就和进展方面还带有一

定的滞后性，我们在课堂讲授中把本学科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

果、最新的理论和前沿动态及时灌注到教学中去，并尽量使其

与经典的内容渗透融合，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达到更新知识、
深化知识、扩宽学生视野的目的。（3）授课过程中，适当增加英

语教学，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能力。（4）结合就业需求，加强学

生动手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适当缩减理论学习的学

时，增加实验学习的学时。实验课采用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

验两种方法。（5）实验课后，要求学生就实验过程书学实验报

告，教师审阅并作为课程终末考核成绩的一部分。各类微生物

讲授完成后均安排一次病例讨论课，让学生分小组汇报病例，

展开讨论，锻炼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6）结合考研，加强综

合知识训练。每类微生物讲授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该系统

的课后总结，包括该类微生物所致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体征、
诊断方法、知识的横向比较等。
1.2.2 评价方法 1)（1）理论课：课程结束进行考核，试题由任课

教师集体协商制定。理论试题：选择题 40 分，名词解释题 18

分，简答题 27 分，病例分析题 15 分。病例分析题是一个综合病

例，该病例患者病情可由多种微生物引起。（2）实验课：实验考

试分为实验报告书写 40 分和技能考试 60 分。学生每次实验课

后书写的实验报告由同一教师审阅打分。技能考试自老师提前

准备好的 5 项实验操作中抽取一项。2) 问卷调查：(1)教学结束

后发放“课堂满意调查表”，从课堂情况、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及

一般问题设计问卷，分别调查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授课满意

度，各项满分为 10 分。发放调查问卷 140 人次,有效问卷回收

率为 100%。(2)向实验组发放教学效果评价表，从增强人际沟

通能力、培养综合素质等方面，调查评价结果为“赞同”和“不赞

同”，发放问卷 70 人次，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
1.2.3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采用 t 检验，检验水准 =0.05。

2 结果

2.1 提高了教师的授课质量

通过以上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师的授课质量有了很大提

高，学生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的传统教学方法，见表 1。其中

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改革后学生的课堂参与情况、对知识的

运用和思考情况明显提高。
2.2 两组理论考试与实验成绩比较,见表 2。

实验组理论课和实践课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

性。
2.3 提高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及提高实践技能

实验组学生对教师改革后教学效果评价各项指标均高于

87%，见表 3。其中对教学设计合理，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及提高实践技能等项赞同率较高。

3 讨论

3.1 开学前进行生源调查，调查全日制专升本学生专科阶段的

学缘、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等，以便开学实施教学时做到有的

放矢

全日制“专升本”教育是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校

的全日制应届专科毕业生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专升本”招生

考试，达到录取分数线后，进入普通高等院校进行全日制脱产

学习（两年或三年），达到本科毕业水平并授予学士学位的一种

普通高等教育方式。这种模式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高校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的产物，它激发了专科院校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给专科教育注入了活力，也受到了学生家长的好评[9]。但随

着全日制“专升本”教育的持续升温，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首先，学生来源于不同专科院校，因此，学生在专科阶段虽然已

经学习过内科护理学，但不同的专科院校的基础课的课程设置

不同，组织教学时对内容的取舍不同。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与

生理学、生物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诊断学等

医学基础课及桥梁课紧密联系的课程[10]。学生此前学习这些课

程的基础如何，影响到对医学微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
全日制专升本本科阶段医学微生物学授课之前应该全面调查

生源、了解学生专科阶段课程的设置及教学的组织实施；同时

调查学生本科阶段对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要求，以便在本科阶

段的授课中做到有的放失，因材施教。其次, 专科生与本科生的

培养目标差距很大，学期开始前，对如何制定本科阶段如何制

定合理的培养目标，是搞好专科与本科的衔接关键。
3.2 根据调查结果改革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

潜能和兴趣，提高教学效果，适应全日制专升本学生的特殊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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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验组对教学效果评价（n=70）

Table 3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fro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roject Percentage（%）

Teaching design is reasonable, highlight 66 94.29

Stimulate interest of students improve the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65 92.86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62 87.57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62 87.57

Improve practical skills 67 95.71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63 90.00

表 1 两种教学模式比较（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 kinds of teaching mode

Classification Project Traditional Teaching After reform of teaching t P

Investigation Attention 8.25±0.25 8.92±0.26 3.584 <0.01

Investigation Interest situation 7.71±0.26 9.56±0.23 6.781 <0.01

circumstance Involved in the case 6.72±0.56 9.16±0.26 8.256 <0.01

Exchange of students 7.79±0.80 8.92±0.78 6.325 <0.01

Communication between 7.67±0.45 9.26±0.46 5.698 <0.01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ntent understanding 7.76±0.56 9.72±0.36 4.359 <0.01

Amount of information 7.73±0.49 9.29±0.31 9.257 <0.01

Knowledge Deepen the impression 7.71±0.56 9.68±0.43 4.365 <0.01

application Help memory 8.16±0.23 9.62±0.31 7.629 <0.01

Comprehension of 7.69±0.43 9.72±0.31 4.675 <0.01

knowledge

Use of knowledge 8.18±0.27 9.76±0.56 7.648 <0.01

Knowledge extension 8.18±0.27 9.32±0.36 5.981 <0.01

Independent thinking 7.46±0.29 9.79±0.39 6.874 <0.01

Expand degree of the thought 8.26±0.33 9.69±0.22 10.687 <0.01

Ability Uptake of knowledge 8.17±0.26 9.66±0.28 9.854 <0.01

training Self study ability 7.31±0.29 9.68±0.36 3.289 <0.01

Interconnect knowledge 7.32±0.41 9.79±0.21 8.724 <0.01

Grasp the overall knowledge 6.72±0.56 9.17±0.69 5.298 <0.01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7.21±0.21 9.65±0.37 6.589 <0.01

表 2 两组理论考试与实验成绩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theory examin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Group No. Theory examin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

Experimental 70 85.6±8.8 86.7±9.5

Control 70 80.2±9.1 80.5±8.4

t/t/ 4.876 3.766

P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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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专升本本科阶段的教学既要与原有的本科专业培

养目标有所区别体现专升本的特色，又要结合院校的实际情

况，有的放矢[11-14]。全面调查生源之后我们对医学微生物学本科

阶段的教学组织及授课方法做了相应调整：缩减了理论学时

数，增加了实验学时数，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在

理论课的授课中，增加了个分类总论课及课后总结课。授课方

法上，根据具体的授课内容采取相适合的授课方法，如病例导

入式教学、参与式教学、角色扮演等方法。要求学生个系统授课

结束后课后总结，加强对知识的整体掌握和比较记忆。并建立

了教学网站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习题及其他学习资料放在

网页上，这些资源便于学生预习、自学、复习巩固知识及综合把

握知识。学生满意度调查显示（见表 1），对专升本全日制学生

实施教学方法改革后，学生的课堂兴趣、课堂注意力及内容的

理解、知识的运用和整体把握等能力，同学间和师生间的信息

交流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学生成绩比较（见表 2），实验组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说明改革后的教学方法授课效果较

好。实验组教学效果评价显示实验组学生对教师改革后教学效

果评价中各项指标均高于 87%（见表 3）。
总之，在全日制专升本学生生源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依据培养目标，对其本科阶段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做到了从

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了解学生的需要，改革后的教学效

果较传统教学模式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当然，随着网络课程的

发展[15]，如何更好的完成全日制专升本专业课的教学，仍是一

个值得不断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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