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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学细胞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前沿学

科之一，其新理论、新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临床医

学各学科中，是高等医学院校生物学与医学重要的

基础课程之一。医学细胞生物学涉及生物化学、生
理学、病理学等多个学科，理论性强，内容深奥抽象，

难以理解。如何让学生系统地掌握细胞生物学基础

知识，及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并通过培养学生

对这一课程的兴趣，是细胞生物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近几年，我们在医学细胞生物学课堂中，进行一些创

新教育教学方法尝试和探索，以资达到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和提高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质量。现作报道。

1 多媒体与网络教学

细胞生物学是形态、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结合，教

师很难在黑板上形象地勾画出细胞内部的结构并描

述其功能; 学生因其内容抽象、难懂而觉枯燥。对

此，教师可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用影视、图
像、声音、动画及文字等多种多媒体信息进行网络资

源辅助课堂教学，变抽象为直观，变枯燥为有趣，调

动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自觉性和兴趣。例如，用电

镜照片、模式图和三维立体图像显示细胞内部结构

的形态和立体结构; 通过以动画的形式演示: “细胞

膜的分子结构模型”、“核小体的组装”、“化学渗透

假说”、“G 蛋白耦联的 cAMP 信使途径”、“信号假

说”、“主动运输”、“细胞增殖周期和减数分裂的过

程”等知识难点。通过课后和学生交流及课堂测评

反馈的信息看，学生在学习这些难点时，更易理解和

记忆，教学效果优良
［1］。

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局限和不足，如信息量增

多，部分学生无法当堂消化吸收，内容更换频繁，学

生记笔记困难等。针对这些不足，我们一方面对课

件进行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另一方面积极创建精品

课程，使课程资料全部网络化，这样也便于学生在课

余时间利用网上教学资源重新复习。现代生物学的

飞速发展，单纯靠教科书乃至书本参考书，都会跟不

上知识更新的速度，阅读科技文献是获取学术进展

的有效途径。引导学生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是教学

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教学中，注意给学生介绍一些

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网站以及一些好的杂志的网站，

让学生及时了解在医学细胞生物学领域或生命科学

领域的最新进展或解决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此外，还可以通过电子布告栏系统与学生一起

交流学习的体会和对一些热点问题和疑难问题进行

讨论。因此学生通过网络教学、浏览网站，查询、下
载相关文献，不但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还培养了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

的能力。

2 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可以有效地激发学习动机，比传统

的“填鸭式”教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启发式教学

不但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因此，

“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

考和创新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是目前素质教

育对各科教学提出的一项新要求。启发式教学既是

一种教法，更是教学的指导思想。这种教学方式是

提高大学生思维力、培养大学生理性精神和创新精

神的主要方法
［2］。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努力去创造有利于学生独

立思考问题的情境，提出具有诱发性的问题，鼓励学

生全方位、多角度独立思考，大胆猜测，大胆提问。
比如在讲解细胞衰老时，首先提问“为什么说细胞

衰老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然后解释，

说它简单是因为衰老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大家对

衰老都有感性的认识; 说它复杂是因为解释细胞衰

老机制的学说多种多样，分子机制复杂。这样讲解

学生既能在整体上对细胞衰老有一个认识，又能逐

步展开对细胞衰老机制的详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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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形象、生动或幽默

的语言，用比喻、类比、联想等方式来启发讲解授课

内容。例如，在讲授细胞的信号转导时，先讲我们每

时每刻都在接收着各种信号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当听到下课铃声这种令人“愉悦”的信号时，同学们

会去食堂饱餐一顿; 当收到玫瑰花所传递的爱的信

号时，有人感到幸福，也有人不懈一顾。由此过渡到

细胞每时每刻也接受着周围的信号，也有接受、归

纳、分析、筛选、放大、处理、答复这些信号的过程和

机制。这样，不仅可使授课内容变得直观、生动、浅
显，增加其学习兴趣，还有助于创造轻松、融洽的教

学气氛，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1］。

3 PBL 教学与科研式教学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是将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将学习过程设置到复

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使学生在不断的提出问

题和解决问题中，实现对相关基础理论的理解。其

主要特点是打破学科界限，以学生为主体，问题为中

心，教师为引导的一种教学模式
［3］。PBL 的教学过

程大致分为提出问题、自学 /讨论解疑、重点讲授和

总结归纳。在高度信息化的背景下，通过自学、查阅

和讨论将新知识融入到有限的书本知识中，使学生

更为高效和自主地学习，利于提高细胞生物教学水

平; 同时在 PBL 教学中，教师注意角色的转换: 教师

不再是领导者的角色，主要是起协调催化的作用。
例如对干细胞这一概念，可精心设计若干问题:

如干细胞有哪些类型? 干细胞是如何分类的? 其分

化规律是什么? 干细胞可以治疗哪些临床疾病? 干

细胞研究的重要意义等。将这些问题于前次课之前

布置给大家，由学生自学并分组讨论后，每组选 1 名

学生围绕该内容就自己的理解讲述给全班同学听，

最后由教师归纳总结，对学生不理解的问题因势利

导、答疑解惑。这种方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刺激学

生大脑兴奋点，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使教学活动在愉

快氛围中完成。
此外我们还做了几轮 PBL 教学延伸: 科研式教

学。具体做法: 在第一节课上布置任务，就细胞生物

学讲述某一领域关心的问题或研究热点，以小组为

单位( 6 ～ 8 人) ，查阅文献，写一篇小综述，每组安排

1 位指导老师全程指导，最后在课程结束时每组选

1 位代表，在课堂上做 PPT 汇报，接受教师评委和同

学提问。经过在 2007 和 2008 级生物技术专业教学

实践，通过教师评学和学生评教的反馈看，绝大多数

学生通过科研式教学，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小组成员

中团结互助的意识得到较大锻炼和培养，最重要的

是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细胞生

物学的兴趣，同时提高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4 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 ( bilingual teaching) 是高校适应时代

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双语教学

一般是指在课堂上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 在中国主

要指英语) 进行各专业课的教学
［4］。据文献

［5］
报

道，双语教学对提高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英语

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主客观因素，双语教学一直难以在医学细

胞生物学课堂教学中开展。近几年，随着学院留学

生的招生，双语教学逐渐得以尝试和实施。在具体

双语教学实践中，我们针对不同学生，分别采取不同

的方式进行。对于留学生教学，采用全部英语教学，

这对授课教师是一极大挑战，课前备课需要花费较

多时间和精力，通过一轮教学实践，授课老师整体感

觉收获匪浅，不仅专业英语水平获得较大提高，外语

口语也获得极大的锻炼。对于国内学生，由于开课

时间是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考虑学生的外语水

平有限，我们只选择部分章节进行双语教学，并且是

全英文课件，中文讲解，通过教学反馈，这种双语教

学方式较受学生欢迎和接受。
在实际教学中，应注意不能把双语教学简单理

解为提高学生日常听说英语的能力，而是要培养学

生的英语综合能力，特别是培养学生用英语思考、用
英语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加快

高等院校高层次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的作用。
总之，教无定法，通过近几年教学实践，笔者体

会到，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各种教学方法

的优缺点，并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授课对象采取

相应的教学方法，各种方法合理结合、交叉运用，学

生学习《医学细胞生物学》兴趣定会大大增强，教学

质量才能得到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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