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分子诊断实验提高了团队合作能力,在文献检索

能力的培养方面,68. 9% 的学生认为在研究型分子

诊断试验课的开展中得到了提高,并且有 89. 0%的

学生认为通过研究型分子诊断学实验课的开设,促
进了他们的科研写作能力。

尽管大多数同学对研究型分子诊断学实验课的

开设较为满意,但在开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不一

致。 对于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相对不足的学生而

言,在研究型实验课开展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把握

教师的上课节奏。 (2)实验内容不够多样化。 在研

究型实验教学中,尽可能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知识

结构以及兴趣爱好的不同,合理安排实验内容,实现

实验内容的多样化。 (3)实验室开放力度不够。 应

加强分子诊断实验室的建设,扩大实验室的开放力

度,有效实现资源共享。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检验医学中的应用,有力地

推动了检验医学在疾病诊断和预后方面的发展。 研

究型分子诊断学实验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强化学生的科研素养的培养,能大幅提高学生的综

合能力,有利于培养具有科研能力的高素质的创新

性、应用型检验技术人才。 同时开放实验室,分子诊

断学实验室仪器设备,也得到充分利用,从而避免了

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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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宋宜宁,蒋国君,董淑英,王摇 颖,马琳艳,魏摇 芳

[摘要]目的:探索概念图与思维导图结合教学法对药理学教学效果的影响。 方法:选取蚌埠医学院药学专业进行药理学课程

学习的同一年级药物分析本科生共 60 人,随机分成 2 组,各 30 人。 其中对照组采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将思维

导图及概念图应用于教学过程及讨论课的教学模式。 结果:观察组学生对此次教学创新的总体感觉满意;观察组学生期末成

绩总分与主观题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客观题分数在 2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学生及格率为

63. 33% ,与对照组的 46. 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的教学方法整合了教学资源,激发

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学生的成绩,是值得在药理学教学中推广的辅助教学方法。
[关键词] 药理学;教学;思维导图;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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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思维导图又称脑图或心智图,是英国著名心理

学家托尼·巴赞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所创造的一种

表达发散性思维的工具[1],核心是激发并整理思

考。 它由关键词、图像、颜色、联想和想象组成,呈现

的是一个思维过程,有利于提高发散思维的能力,理
清思维脉络,帮助回顾总结。 概念图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康乃尔大学心理学家约瑟夫· 诺瓦克提

出的一种教学技术。 它由节点、连线和连接语组成,
节点表示概念,连线表示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联系,
连接语用来说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2]。 核心在

于表征知识,能够帮助梳理概念较多且关系复杂的

知识,理解知识结构。
药理学是以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等多

学科为基础,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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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 作为药学专业本科生的主干课程,药理学

与多学科相互渗透、结合,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

间的桥梁学科,在药学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 药理

学具有较强的思维逻辑性,内容繁杂,在以往的教学

中,学生总体反映枯燥、难记,尤其是对于临床专业

知识相对薄弱的药学专业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传统的教学模式多以教材为基础,教师为主体,采用

多媒体及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这种模式可

能会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学生大多处于接受知

识的被动状态,不利于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忽略了

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思维

导图与概念图作为两种可视化认知工具,可进行结

合,同时配合多媒体,合理地应用于教学环节,有利

于改善这些问题。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我校药学专业进行药理学课

程学习的同一年级药物分析本科生共 60 人,随机分

成 2 组,各 30 人。 对照组采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

式,观察组采用将思维导图及概念图应用于教学过

程及讨论课的教学模式。
1. 2摇 研究工具及分析思路摇 通过布置绘图任务的

形式,考察学生对于思维导图及概念图的应用;通过

填写调查问卷,回访学生对于此次教学创新的评价;
通过期末测试的成绩,得出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

辅助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的效果。
1. 3摇 具体教学过程摇 (1)课前预习阶段:教师将备

课时准备的教学设计思维导图框架呈现给学生,让
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引导学生的思维和注意力。
(2)课程总结阶段:师生一起用概念图小结本次教

学内容,构建知识结构,总结课程重点。 (3)课后复

习阶段:向学生布置绘制思维导图及概念图的作业,
按小组分别总结各系统重点药物及各个系统药物之

间的联系。 在实验课中讨论、交流各自的绘图,讲解

知识点,丰富学习手段,提高学习效率。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学生绘图效果摇 通过绘制思维导图与概念图,
学生们积极参与了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提高了学

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锻炼了动手能力,帮助学生加

深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题,
以问题为导向,将“教冶与“学冶融为一体,提高了教

学效果(见图 1 ~ 3)。
2. 2摇 学生评价摇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 30 份,回收

有效问卷 30 份,观察组学生对此次教学创新的总体

感觉满意。 其中 73. 33%的学生认为很满意,并且认

为此次教学创新有利于基础知识的理解及重难点的

掌握; 96. 67%的学生认为此次教学创新可以提高

自己对《药理学》的学习兴趣;93. 33% 的学生认为

使各章节间的联系更加一目了然;90. 00%的学生认

为有利于知识点的记忆;90. 00%的学生认为此次教

学创新中的互动交流使自己受益;86. 67%的学生建

议将这种教学创新推广至其他相关课程中;但

26. 67%学生认为在以后的教学中可以进行改进,使
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并使教学创新更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自学能力及课后复习(见表 1)。
2. 3摇 2 组学生期末成绩的比较摇 观察组学生期末

成绩总分与主观题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客观题分数在 2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2);观察组学生及格率为 63. 33% (19 / 30),
与对照组的 46. 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 / 30)(字2

= 1. 68,P > 0. 05)。

摇 表 1摇 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应用于药理学教学创新效

果反馈表[n;构成比(% )]

反馈信息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此次教学创新的总体感觉 22(73. 33) 8(26. 67) 0(0. 00) 0(0. 00)

此次教学创新能提高你对药理学的兴趣 11(36. 67) 18(60. 00) 1(3. 33) 0(0. 00)

课堂气氛活跃 15(50. 00) 7(23. 33) 8(26. 67) 0(0. 00)

有利于基础知识的理解 17(56. 67) 13(43. 33) 0(0. 00) 0(0. 00)

有利于重难点知识的掌握 16(53. 33) 14(46. 67) 0(0. 00) 0(0. 00)

各章节间联系更加一目了然 16(53. 33) 12(40. 00) 2(6. 67) 0(0. 00)

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有利于知识点的记忆 15(50. 00) 12(40. 00) 3(10. 00) 0(0. 00)

我的自我能力提高 12(40. 00) 12(40. 00) 6(20. 00) 0(0. 00)

课后复习效果提高 19(63. 33) 6(20. 00) 5(16. 67) 0(0. 00)

互动交流学习使我收获更多 10(33. 33) 17(56. 67) 3(10. 00) 0(0. 00)

希望将此种教学模式推广到其他相关课程 17(56. 67) 9(30. 00) 4(13. 33) 0(0. 00)

表 2摇 2 组学生期末成绩的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总分 主观题 客观题

观察组 30 62. 55 依 11. 51 41. 45 依 7. 79 21. 10 依 5. 01

对照组 30 54. 65 依 14. 53 35. 38 依 10. 93 19. 27 依 4. 03

t — 2. 33 2. 48 1. 56

P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思维导图注重构建的具体过程,可用于思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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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探究性学习;而概念图注重构建的结果,两者虽

存在差异,但同为可视化的认知工具仍有许多相似

之处,它们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易学易懂。 求同存

异地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合理使用思维导图及概念

图,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促进

学生的学习。 本研究表明,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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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药理学教学,学生总体满意,能够提高学生对

药理学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

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了药理

学的基础知识、重难点知识及各章节之间的联系,提
高了学生的期末成绩,尤其是主观综合分析题。

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应用于教学有利于教师

提高教学水平,主要体现在:(1)有利于教学方式的

多样化。 以往的本科教学,多应用多媒体配合板书,
但药理学课程内容繁杂,逻辑性强,与其他基础及临

床学科联系紧密,尤其是对于医学基础较弱的四年

制药学本科生来说,学习药理学难度较大。 托尼·
巴赞认为思维导图是对发散性思维的表达,因此也

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功能[3]。 它应用图文并茂的技

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示

出来,把关键词、图像、颜色组成记忆链接。 概念图

是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它通常将某一主题

的相关概念置于方框或圆圈之中,然后用连线将相

关概念和命题链接,连线上表明两个概念之间的意

义[4]。 作为主动的教学策略,这两种可视化的认知

记忆工具应用于教学的不同阶段,并配合多媒体与

板书、实践讨论课等,有利于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使
课堂氛围更加活跃。 (2)有利于教师把握授课重

点。 在本科生教学过程中,不少教师尤其是青年教

师都遇到过类似问题———课程内容繁杂,重点药物

多,课时紧张。 以第 8 版《药理学》为例,全书共有

四十八章,包涵总论与各系统分论,各章节包括数种

甚至数十种药物,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神经

病学、传染病学、寄生虫学、免疫学等多门学科。 因

此在备课的过程中,教师更要突出重点,从整体角度

把握授课内容,运用思维导图与概念图备课,将教学

内容中的关键词、图表、概念一一呈现,形成完整的

框架体系,更有利于教师把握授课重点。
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应用于教学有利于学生

发展,主要体现在:(1)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

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讨论课上,
学生们将课下绘制的各自负责的某一重点药物进行

讲述,一改往日沉闷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

心。 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绘

图成果,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通过互相

交流学习,复习各个章节的知识,加深记忆。 (2)有
利于学生理解记忆,提高学习效率,提升成绩。 在理

论课上,教师运用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多媒体教

学,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利用图像、颜色、线条等,按
照大脑记忆阅读的规律,将各种知识点以类似图书

馆分类储存的结构形式排列,帮助学生理解、学习。
应用思维导图与概念图可以加深对重点药物的纵向

理解与记忆;可以对某一类药物进行归纳总结;可以

比较治疗同类疾病的药物异同点;可以帮助学生课

后小结,考前复习,提高学习效率[5];从期末考试试

卷分析的结果来看,应用思维导图与概念图进行教

学创新的观察组,成绩与对照组比较有所提高,尤其

是对于主观综合分析题,前者普遍得分率较高,说明

将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应用于教学各个阶段的创

新实践,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提升成绩。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应用于药理

学的教学工作,可以帮助激发和整理思考、表征知

识,活跃课堂氛围,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优化学生的

学习、记忆方法,提高学生的成绩。 医药类学科课程

内容繁杂,各学科间联系紧密,知识点琐碎,可将思

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的教学方法推广于多个医学类

专业课。 但我们也认识到,思维导图与概念图在国

内教学中的应用还属于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与国

内的教学模式结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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